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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学谦

10月21日，A股光伏龙头企业

东方日升披露了2019年第三季度业

绩报告。报告期内，东方日升实现营

业 收 入 37.1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7.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99亿元，同比增长23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2.61亿元，同比增

长134.46%。

此外，东方日升前三季度的业绩

表现也十分抢眼。据该公司最新公布

的2019年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营业

收入97.7亿元，同比增长42.87%；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83亿

元，同比增长271.13%。公告称，与去

年同期相比，本期公司光伏电池片及

组件产量增加、相关光伏产品实现的

销售收入增加，相应销售利润增加。

作为中国排名前十的光伏组件

企业，东方日升多年来从事太阳能晶

体硅电池片、组件的研发生产及光伏

电站建设运营，累积了深厚的技术储

备，并拥有多项核心技术。其中，通

过对异质结电池组件的相关设备、工

艺、材料所做的技术储备与积累，东

方日升已经掌握了异质结电池组件

的相关制造工艺技术，成功制备出了

高效异质结电池组件产品。

今年8月，该公司在浙江宁海率

先布局了2.5GW高效异质结太阳能

电池与组件生产项目。按照规划，该

项目有望在2021年竣工，届时全部

投产后可为公司新增销售收入50亿

元。截至目前，东方日升异质结电池

转换效率已超过23%，并已掌握半

片、叠瓦和双面玻璃、高反背板等多

项新型组件技术。而采用高效双面

异质结电池技术制备的HJT异质结

电池组件不仅实现了双面发电，还可

为投资者带来10%~30%的额外发电

收益。

除了在异质结技术上的领先布

局，东方日升还通过先进电池钝化技

术和高效组件封装技术的联合优化，

成功研发出超高光利用率及超低电

损耗的行业第二代半片技术。经独

立第三方认证测试机构TUV南德测

试，公司JagerHP系列72板型组件

光电转换效率高达21%，达到全球领

先水平。公司研发量产线的MBB单

晶 电 池 最 高 转 换 效 率 已 突 破

23.00%，平均效率达到22.73%。按

照规划，公司预计年内将实现MBB

技术的全面量产。

与此同时，海外业务的快速增长也

为东方日升的利润增长提供了重要支

撑。目前，东方日升的全球化版图已覆

盖至欧美、东南亚、大洋洲及亚洲等。

其中，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在内

的“一带一路”市场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数据显示，在欧洲市场，东方日

升2019上半年出货排名位居第二，

占比超过10%。除乌克兰外，在中南

美洲的多米尼加，东方日升出货量位

居第一，占比超过50%，成为组件出

口的领军企业。

招商证券对此分析称，东方日升

在海外市场长时期投入，海外业务基

本实现本土化，并储备了较大体量的

海外 EPC/BT 项目，非标环节的

EPC/BT盈利情况较高，将是公司未

来重要的新增利润点。

□ 本报记者 陈学谦

这几日，秋阳高照、金稻飘

香。浙江乐清正泰 150 兆瓦农光

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基地内，大片大

片金黄色的稻穗与蓝色的光伏板

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丰收喜人的

油画。

不远处，几台收割机隆隆驶

过，一行白鹭扑棱棱飞起。放眼远

望，在这块含盐量远超一般土地的

滩涂盐碱地上，中早39品种、甬优

4550品种、盐稻10号海水稻，2000

余亩单季晚稻等品种迎风摇曳、美

不胜收。

“今年的亩产量达到了800斤，

较去年增产近15%！”基地相关负责

人满心欢喜，他们完成了全国少有的

在“光伏板下、盐碱地中”两个限定条

件下的水稻种植高产项目。

就在前不久，第 39 个世界粮

食日来临之际，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通过视频邀请公众尝鲜海水

稻。所谓海水稻，就是耐盐碱水稻

的统称，味道不仅不咸，反而有种淡

淡的甘甜。如今，基地内千余亩海

水稻喜获丰收，可以说是正泰新能

源在此方面的有益探索。

土地、品种、设施精益求精

蓝海滔滔、稻浪滚滚。很难想

象，4年前这里还是一块杂草丛生的

荒地。“有些地方还是沼泽地，人陷

下去能有一米多深。我特意沾了地

上的浅水品了品，非常咸。”基地相

关负责人回忆起彼时的情景，依然

历历在目。

为了把土壤含盐度降到适合农

作物生长的比例，开沟洗盐成了首要

任务。大型挖掘机械无法进入光伏

板下作业，人工挖沟便成了唯一选

择。几经努力，基地于去年成功实现

了第一次局部丰收。有了前几年的

种植经验，今年一鼓作气，实现了亩

产近15%的大增长。

“经验的积累十分重要。”基地相

关负责人用手比划着面前的这块土

地，“耕地、播种、插秧、收割，掌握各

个时期当地的气候特征，掌握灌溉、

治虫等技术，只要没有大的自然灾

害，离丰收也就近了。”

由于洗盐程度不同，土壤含盐量

不同，适合生长的农作物就不同。经

过多款水稻的种植试验，基地因地制

宜，保留了三款最适宜生长的水稻：

中早39品种、甬优4550品种以及从

江苏引进的盐稻10号海水稻。

此外，受光伏板的限制，市场上

很少有合适的水稻种植机械。容易

下陷、湿度高、腐蚀快等各种不利因

素时刻考验着进场机械及工作效

率。“目前，相关机械已经更新了一

批。”基地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继

续寻找更适合基地现状的机械，实现

高自动化种植作业。

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得益彰

倚靠在海边栏杆上，一边是基地

的烂漫景象，一边是一望无垠的海

岸，凉风徐徐，很是惬意。“傍晚的时

候，很多周边村民会来这里散步。”基

地相关负责人感慨，当地的生态改变

颇具颠覆性。

事实上，连年增产的金黄稻穗与

稳定发电的光伏蓝海珠璧交辉，带动

了相关产业发展，有效实现了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丰收。

基地总投资约15亿元，于2016

年11月正式并网发电，年均发电量

约为1.8亿度，可满足8万户居民生

活用电，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3.4万吨，节约标准煤5.2万吨。

与此同时，板下每亩农作物产

量呈稳步增长势态，经济效益持续

高涨。

基地的快速发展，还给周边村庄

带来了上百个就业岗位。“员工日薪

可达220元~260元。”基地相关负责

人表示，他们还与周边的农民合作社

接洽，再次带动村民增收。

“‘光伏板下、盐碱地中’的水稻

丰收案例，从全国来讲也不多见。”

基地相关负责人继续说，他们已在

乐清市科技局申报立项，在两个限

定条件下盛产水稻，为当地开展盐

咸性农光互补基地引种海水稻研究

提供了借鉴意义，初步形成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

产品、产量、产业持续发展

“我们将打造光伏农业水稻高产

示范基地，力争亩产千斤稻。”基地相

关负责人信心满满。

基地的主打产品为水稻，同时

进行了蜜桔、茭白、莲藕、菱角等其

他农产品的种植试验，发展了在咸

淡水环境下以水稻种植为基础的

“鱼稻共生”和“禽稻共生”产业衍

生。其中，种植在道路、河堤边的文

旦和蜜桔已有1000余棵，不仅增加

了基地绿化面积，也成长为新的基

地农业增长点。

今年，基地又成功实施乐清

“美丽田园”项目，油菜花和水稻交

叉种植，锦上添花美如画。未来，

基地还计划在逆变房等区域种上

莲藕等，最大程度增加土地利用率

和观赏性。

“我们正考虑实现产业融合发

展。”基地相关负责人表示，基地的

发电与农业项目目前已经步入正

轨，而园区内道路的持续硬化、已

获得初步成功的优质桔子也为观

光农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无限可能。

正泰新能源通过探索沙光、

渔光、牧光、林光、农光等多种类

型的“光伏+”项目，提供多样化的

电站附加值，为电站锦上添花，为

环境添砖绣瓦。“锦绣光伏”重新

定义了“光伏+”，把经济、社会和

环境效益完美结合，构建协同共

赢的发展格局。

基于对“光伏+”的长期探索与

应用，正泰新能源已经建设了一批批

“量质并举”的锦绣光伏项目，并将优

质的产品与服务应用其中，助力于推

动光伏行业转型升级，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让世界

共享绿色能量。

东方日升：第三季度

净利同比增长237.34%

“锦绣光伏”让海涂变粮仓
浙江正泰新能源农光互补基地水稻喜获丰收，今年亩产达800斤，

较去年增产近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