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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1-028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2 月 1 日，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协

鑫集成”）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协鑫集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1】第 62 号），公司就《关注函》

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说明，现公告如下： 

 

1、公司预计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586,536.58 万元至 674,927.33 万元，

较 2019 年的 868,359.08 万元下滑 22%至 32%。公司称业绩受硅片及电池片、玻

璃等组件辅料价格上涨，组件生产成本攀升，组件终端销售价格涨幅不及原材

料价格涨幅影响较大。请结合硅片等主要原材料、组件辅材、组件终端价格及

公司销量变化情况，并结合行业增长及可比公司预计的收入、利润增长情况，

说明导致你公司 2020 年度收入、利润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收入

及净利润变动与行业变化情况是否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如是，请说明具体原因。 

答复： 

回顾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全年全球光伏应用市场均受到

不同程度的影响。一季度国内疫情爆发，光伏制造行业遭受了较大冲击，工人无

法返城、工厂复工延迟、生产活动无法正常进行。进入二季度，国内光伏企业开

始遭受海外疫情带来的“二次冲击”，疫情笼罩下，各国纷纷采取封锁措施，限

制出行、并下发停工令，海外多数光伏项目开发、推进和建设进入停摆阶段。欧

洲、美国、印度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光伏市场全面遭受疫情冲击。作为光伏产

能占全球产能比例超过 70%的中国市场，出口压力倍增，产品价格全线杀跌。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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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季度末、三季度初伴随疫情缓解，光伏行业需求开始回暖，下半年光伏行业

下游光伏电站企业加紧开工，中游电池组件企业需求旺盛，传导至上游的玻璃、

原材料环节产品销量显著提高，价格也相应出现波动。 

公司 2020年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一）上游价格上涨导致组件毛利率下降 

组件作为公司主营之一，其生产原材料主要为硅片、电池片、光伏玻璃、铝

材、EVA、铜等材料。 

1、硅片、电池片市场价格变化 

根据 PVinfolink官方价格显示 2020年下半年硅片、电池价格持续上涨，2020

年 5 月至 12 月，166mm 单晶硅片价格上涨了 0.5 元/片，简单折算成 72 片组件

成本即增加了 36 元/件；166MM PERC 单晶电池价格上涨了 0.15 元/瓦，简单折

算 72片组件成本即增加了 66元/件。 

 

 

2、光伏玻璃市场价格变化 

国内光伏玻璃价格自 2020 年 8 月份开始持续上涨，四季度以来光伏玻璃制

造产能出现严重短缺，进一步拉高了光伏玻璃的市场价格。根据 PVInfoLink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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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当周，光伏玻璃镀膜 3.2mm 规格均价为 43 元/

平米，较年初上涨 48.27%，简单折算组件生产成本增加约 40元/件。 

 

 

数据来源：PVinfolink 

3、铝材市场价格变化 

从 2020年 3月到年底，铝价持续上涨，至 2020年底上涨约 3000 元/吨，从

而导致铝边框成本上升，按照 2.5 公斤/套用料简单计算，2020 年 12 月末铝边

框价格导致组件生产成本较年初上涨约 7.5 元/套。 

 

数据来源：https://www.smm.cn/ 上海有色金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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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VA 市场价格变化 

EVA 方面，因上游原材料供应不足，EVA 价格持续上涨，采购成本增长了约

60%，折合上涨 4元/平方米，简单计算组件生产成本增加约 16元/件。 

5、铜价变化 

铜价价格从 2020 年 3月份到年底增长约 17000元/吨，按铜价占焊带成本约

70%计算，根据不同版型，1MW组件生产焊带消耗量平均为 600KG，折合组件生产

成本增加约 2.8元/件。 

数据来源：https://www.smm.cn/ 上海有色金属网 

（二）组件价格上涨低于成本增加幅度 

以市场主流代表的 395-400W 组件为例，组件价格从三季度初至四季度末增

加了 0.08 元/瓦，折合 32 元/件，而公司生产组件所需辅料增加约 66.3 元/件，

生产组件所需电池三季度到四季度末分别增加 28元/件，而组件售价在三季度到

四季度仅增加 32 元/件，材料价格上涨明显高于售价上涨，产品毛利大幅压缩，

大规模订单出现严重的成本售价倒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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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司以海外订单为主的业务结构，受四季度出现的人民币升值及海运

费不断上涨的影响，导致公司的毛利空间进一步降低。 

（三）受组件价格上涨影响，工程开工时间延迟 

因组件价格上涨影响，平价项目及竞价项目建设开工及并网进程有所延缓，

三季度部分组件订单交货需求推迟到年底，影响部分 EPC 业务收入确认。 

（四）融资渠道受限影响公司既定发展战略实施 

公司所处光伏组件产业链的细分领域为资本密集型行业，融资问题也是影响

公司业务发展的瓶颈之一。公司自 2014 年由超日太阳破产重整上市以来，积极

解决原“超日太阳”的历史遗留问题并承接了其多年累积的财务负担和社会责任，

也因此起步于未分配利润持续为负、资产负债率近 80%的融资基础。公司融资渠

道基本以银行贷款和质押融资为主，低成本股权融资很少；受“去杠杆”的经济

因素影响以及光伏行业波动性较大的市场因素影响，公司融资空间日益紧缩。

2017-2019 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公司总体债务规模

持续下降，直接影响了公司经营生产以及既定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使得公司被

迫战略布局于低毛利、低风险的组件制造领域，亦制约了公司的长远发展。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盈利能力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主要原

因是公司从事光伏组件销售、系统集成业务规模较大，外购电池占比相对较高，

产品单位成本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加上公司产业链偏向后端，因此产品毛利空

间相较于同行略低，容易导致净利润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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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因素，公司在《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描述的公司 2020 年业绩的

影响因素是合理的，公司收入及净利润变动与行业变化情况是一致的。 

 

2、公司公告称 2020 年度光伏行业发生重大变革，大尺寸组件成为市场主

流需求。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对不具备技改升级条件的电池及组件产能按

照会计政策进行资产减值，并对部分电站资产计提减值。请说明计提资产减值

金额的测算过程、发生减值迹象的时点、计提依据等，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答复： 

（一）电池及组件产能光伏行业 

受“平价上网”的发展趋势推动，大尺寸组件成为市场主流需求，原 M2

（156.75)、G1(158.75)产能逐步成为行业落后淘汰产能。2020年以来，M2、G1

组件订单需求萎缩，根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主要组件生产厂家 M2、G1 产能不断

停产，大尺寸组件产能不断提高，具体如下： 

 

根据 PVInfolink 预计，小尺寸组件产品从 2021年开始将逐步退出市场。截

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原 M2（156.75)、G1(158.75)产能对应电池片产线

净值 60,173.48 万元，组件产线净值 27,827.93 万元。公司在慎重评估 M2、G1

产能技改的可行性及经济性后，从 2020 年 10 月开始对 M2、G1 产能相继作出全

面停产的决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公司认为

该部分产能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减值迹象，应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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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商誉账面净额 47,515.54 万元，其资产组中包含部分 M2、G1 落

后产能，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在 2020年 12 月末对公司相关商誉资产的减值情

况做了初步评估，并与相关中介机构沟通，形成了商誉减值的初步结论。 

上述固定资产减值和商誉减值的最终计提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及

评估机构进行审计和评估后确定。 

（二）电站资产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披露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13）及《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及减资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14），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苏州协鑫清洁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向国家电投

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出售光山县环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金寨鑫

瑞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乌兰察布市香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该两项交易预计减少公司 2020年净利润 14,681.73 万元。 

鉴于上述电站资产出售时的亏损情况，公司认为持有的其他电站资产也有相

应的减值迹象，目前公司已聘请评估机构对其他电站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具体减

值情况将在评估后确定。 

综上所述，公司拟对期末出现减值迹象的所持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规定，最终计提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进行审计

和评估后确定。 

 

3、请结合前述相关资产在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三季度减值计提情况，以

及行业发展变化情况，说明相关资产前期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以及你公司

是否存在调节利润，进行财务“大洗澡”的行为。 

答复： 

受“平价上网”的发展趋势推动，大尺寸组件成为市场主流需求，且大尺寸

组件产能切换非常迅速，新增产能迅速向 G12(210)、M10(182)切换，原 M2

（156.75)、G1(158.75)产能成为行业落后淘汰产能。在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

前三季度公司尚在考虑是否对产能进行技改升级，但经过慎重评估 M2、G1 产能

技改的可行性及经济性后，进入第四季度以后，同行业公司大尺寸组件产能实现

量产，大尺寸组件 G12(210)、M10(182)市场认可度及市场需求明显提高，原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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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5)、G1(158.75)组件订单需求萎缩，公司根据行业变化及市场需求变化，

逐步对不具备技改升级条件的电池及组件产能作出关停决定。 

公司本次涉及计提产能均为 2018年前投入产能，当时光伏市场以 M2产能为

主，根据 PVinfolink 最新数据来看，进入 2021 年该部分产能已进入淘汰落后产

能，与公司产品策略路线及市场主流路线严重偏离，故公司经过慎重评估，对该

部分产能计提减值。 

 

 

 

 

 

 

 

数据来源：PVinfolink 

综上所述，本次光伏行业的重大变革发生在 2020 年，2019 年度 M2、G1 产

能符合市场主流需求且盈利能力稳定，2020 年前三季度公司该部分产能在运行

的同时寻求技改升级。故公司认为本次涉及减值的产能，在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前三季度，均不存在减值迹象，不存在调节利润的情形。 

 

4、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答复：无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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