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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奔騰年代》

就被送上了戰場，他們已經不被空軍

視為寶貴的資源。再後來，日本甚至採取

了更加極端而喪心病狂的手段。最初作為

鎮痛劑的藥品經改良研發製成了興奮劑，

起初這些東西本來是在高級軍官中配發服

用的。現在，為了大日本帝國的無上榮

光，也已經開始在普通士兵中廣泛使用。

軍官們會讓那些飛行員配上「神風

空擊錠」喝上一碗日本清酒，然後再登機

為天皇作戰！而這些神風特攻隊員的作戰

手法更是簡單直接，他們駕駛簡配的戰機

高喊著「為天皇陛下盡忠，大日本帝國萬

歲！」

然後就義無返顧地迎著漫天炮火撞向

敵軍戰艦。

第7章  我回來了（第3節）
1944年7月，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兩位

指揮官分別提出了各自的作戰計劃。

麥克阿瑟提出，先攻取菲尼亞，再進

攻日本沖繩。而尼米茲將軍提出先攻取台

灣，並在中國東部沿海登陸。從軍事角度

看，尼米茲的建議更為合理。但麥克阿瑟

則提出政治上的理由：「如果我們繞過菲

尼亞就等於承認了日本散佈的謠言：美國

已經拋棄了菲尼亞，不會犧牲美國士兵的

生命來解救菲尼亞人民。這對於美國在遠

東地區的聲望和影響將是極其不利的。」

菲尼亞流亡政府的總統阿德裡安也做了大

量的遊說工作。

最終，羅斯福總統被說服，決定實施

菲尼亞戰役。

幾年來，阿德裡安總統是在日復一日

的會見演說中，在對祖國的無限牽掛中度

過的，繁重的工作讓他本就虛弱的身體已

經不堪重負。

為了組織菲尼亞戰役，美軍先後投入

的地面部隊有美軍第6集團軍、第8集團軍

和澳大利亞第1集團軍；海軍有美軍第3艦

隊和第7艦隊，共有包括大型航母16艘、

護航航母18艘、戰列艦12艘、重巡洋艦11

艘、輕巡洋艦15艘、驅逐艦144艘和護衛艦

25艘在內的800餘艘作戰艦隻，艦載機約

1700架；航空兵參戰兵力有美軍第5、第

13航空隊和澳大利亞航空隊，飛機1000餘

架。登陸作戰指揮由麥克阿瑟將軍負責，

海上支援則由尼米茲將軍的太平洋艦隊負

責。

日本方面則以「捷一號」作戰計劃應

對。日軍在菲尼亞組建陸軍第14方面軍，

由綽號「馬來之虎」的陸軍大將山下奉文

任司令，下轄九個步兵師團、一個裝甲師

團和四個獨立混成旅團，共約35萬人；海

軍將殘存的所有軍艦編為四個艦隊全部投

入作戰；在菲尼亞的航空兵有海軍航空

兵的第1航空隊和陸軍第4航空隊。其中第

1航空隊在剛結束的馬裡亞納海戰中損失

殆盡，正由寺岡謹平中將任司令官組織重

建，主體為駐菲尼亞地區約250架飛機；

第4航空隊司令官為富永恭次中將，從6月

起陸續由中國東北地區抽調戰機前往菲尼

亞，截止10月初抵達菲尼亞約300架，合計

作戰飛機約550架。同時，日軍考慮到菲尼

亞地區的航空力量還比較薄弱，大本營決

定一旦戰役開始，即從日本本土、中國大

陸和台灣等地抽調飛機支援。

1944年9月，菲尼亞戰役正式打響。

美軍首先攻取貝裡琉島和摩鹿加島，

消除了側翼威脅。9月-10月間，美軍出動

大量岸基飛機和海軍艦載機，對日本在琉

球群島、菲尼亞群島、台灣島等地的日軍

機場進行大規模空襲。特別是10月6日至10

月14日的連續空襲，使日軍損失飛機1093

架，在菲尼亞的陸軍第4航空隊只剩200

架，海軍第1航空隊僅存35架，在台灣的第

2航空隊也僅剩下230架飛機。

可以說戰役尚未正式開始，日軍就已

經喪失了在空中反擊的能力。而美軍僅有

102架飛機被擊毀或擊落。

在分析核對由菲尼亞各游擊隊提供的

情報後，特別是菲尼亞北部戰區的作戰方

案後，麥克阿瑟將軍最終決定：美軍在萊

特島登陸。

1944年10月20日下午，麥克阿瑟將軍

在菲尼亞流亡政府代總統奧古斯都的陪同

下，淌著齊膝的海水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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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頂流」為何是這兩個行業？ 
「十片組件八片產自中國。」這是中國

光伏產業在全球圖景中的真實寫照。

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顯示，2023年

全球太陽能生產支出（約3800億美元）將有

史以來首次超過石油生產支出（約3700億美

元）。而其中，中國生產了全球80％的太陽

能電池板、85％的太陽能電池和97％的太陽

能硅片。這意味著，中國光伏產業已經佔有

絕對優勢，成為全球當之無愧的第一。

絕對優勢當然不是躺贏的，而是在不

斷「卷」的過程中塑造而來。2011年、2018

年以及2023年，國內光伏行業均出現了週期

性「探底」，「組件價格戰」「產能過剩」

一次次困擾整個行業。但同時，每逢行業低

谷期，又總會伴隨著新的技術突破。2023年

5月，天合光能董事長高紀凡曾公開表示，

全球的光伏專利總共15萬件，中國擁有12萬

件，占比全球80％以上。

「相比於已經經歷幾輪起落的光伏產

業，鋰電池產業只能說是剛剛開始經歷週期

的洗禮，未來以寧德時代為代表的企業甚至

會佔據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全球市場份

額。」 天津容百斯科蘭德科技有限公司總經

理李積剛告訴。

海關總署發佈的數據顯示，2023年1月至

9月，全球動力電池裝機量前十家企業中，有

6家是中國企業。2023年1~10月，我國鋰離子

蓄電池出口額同比增長超過40％。

「中國一定會將鋰電池產能向世界輸

出，鋰電池正在重複光伏所走過的路。從表

面來看『內卷』是殘酷的，但是在『內卷』

中勝出的企業一定具備全球競爭力。」李積

剛說。

「血拚」海外
2023年，中國光伏企業「卷」的主戰

場，已經轉移到了海外。

中國光伏行業協會名譽理事長王勃華

將去年光伏產品出口的態勢總結為「量增價

減」。2023年1~10月，國內光伏產品出口量

增加，硅片、電池片、組件出口量分別同比

增長90％、72％、34％，但是同期出口額約

429.9億美元，同比下降2.4％。

出口額下降的背後是去年光伏產品價格

的全線下滑，從上游硅料，至下游組件，無

一倖免。

去年9月11日，歐洲光伏產業協會曾致

函歐盟委員會，稱高需求導致中國光伏產業

鏈產能急速擴張，中國生產商競爭激烈，市

場價格走跌，歐洲組件庫存飆升，這場「風

暴」導致歐洲組件價格跌至歷史最低點——

自年初跌去超25％，至每瓦不足0.15歐元（約

合1.16元）。

中國光伏企業在海外市場開打「價格

戰」，組件降價刺激裝機需求，企業又希望

以更具競爭力的價格搶佔迅速增長的市場，

類似情形正頻繁在海外市場上演。

有龍頭組件廠商中東非地區部負責人告

訴，2022年中東光伏裝機容量僅佔比全球不

到5％，不足10吉瓦。「整個市場剛剛起步，

今年1~8月中東光伏裝機增速達到110％以

上，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區域。2022年全年企

業出口到沙特的組件僅1吉瓦左右，2023年僅

一季度已經超過3吉瓦」。

不過他也坦言，因為中東光伏電站開發

商中標電價低，加之項目規模大，容易形成

規模化集中採購，而且實施跨度較大，甚至

需要跨年來完成生產和發貨。中國組件廠商

正在這些項目上積極投標，也承擔了上游硅

片等原材料價格波動所帶來的風險。「如此

競爭激烈也是為了在中東搶佔更多市場，組

件利潤其實非常微薄」。

不過，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硅業專家

組副主任呂錦標向解釋，2023年開啟的組件

降價有成本下降作為支撐，並非一味相互殺

價的惡性「價格戰」。「沒有哪一年像去年

一樣成本下降得如此劇烈」。

2023年上游硅料價格大幅下跌，從每噸

二三十萬元的高位降至每噸六七萬元，意味

每瓦組件成本下降0.6元以上。組件價格下跌

源自產能擴張，特別是上游硅料產能擴張。

呂錦標表示，硅料企業在2022年、2023年積

極擴產，分別新增約60萬噸、110萬噸硅料產

能。而據多家機構估算，2023年硅片、電池

片、組件各部分產能都將超過800吉瓦，而如

果各家企業規劃產能落地，各環節產能甚至

會超過1060吉瓦。

顯然，這樣的產能不只為國內市場準

備。有業內人士向記者感慨，對於任何一家

光伏企業而言，海外市場的意義都不言而

喻，龍頭企業中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營收來

自於國際業務。這也是去年中國企業開始

「卷」海外市場的原因。

鋰電池產業也在經歷類似的歷程。「鋰

電池產業基本以7年為一個週期，2020年年

底，以特斯拉導入磷酸鐵鋰電池為標誌，行

業迎來一段時間的快速增長，產能擴張，而

當下行業正在穿越一個相對困難的週期。」

天津容百斯科蘭德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李

積剛告訴，鋰電池價格至少還有30％，甚至

50％的價格下降空間。

「這意味未來一兩年鋰電池行業會極度

『卷』，而企業則要擁抱『卷』。」在他看

來，「中國企業已經將除松下以外的日本企

業『卷』出市場，目前只能算是與以LG新能

源為代表的韓國企業平起平坐」。

電池百人會理事長於清教告訴，產能過

剩下，國內市場競爭壓力加大，產業鏈開拓

海外市場的積極性會更高，特別是海外儲能

市場，預計在出口方面會有不錯的表現。

據中國汽車動力電池產業創新聯盟統

計，2023年前11個月，國內動力和儲能電池

出口合計133.6吉瓦時，相較2022年全年翻了

近一倍。

在動力電池領域，中企正在2023年迅速

搶佔海外市場份額，去年也被於清教視為收

穫期。韓國市場調研機構SNE Research發佈中

國以外市場動力電池裝車量排名，能夠反映

出中國動力電池企業在海外市場份額的變化

情況。2023年一季度，中國企業海外市場份

額為29.6％，同比提升6個百分點。

2023年1~10月，LG新能源、SK On和三

星SDI三家韓國企業市占率下滑5.5％，正在

被以寧德時代為代表的中國企業蠶食市場份

額，同期寧德時代海外市場占比已經達到

27.6％，而去年同期僅為21.7％，已經與排位

第一的LG新能源平起平坐。

高度競爭倒逼出的優勢
成本競爭力極強，表現在光伏產業上，

影響如同硬幣的兩面。一方面能在海外大殺

四方，另一方面卻在國內面臨痛苦的價格

戰。

「近期光伏組件環節出現接近成本線1元

/瓦的非理性價格，現階段這一價格水平上，

全產業鏈都難以盈利，大家基本都在勉強生

存。」隆基綠能總經理李振國去年10月31日

下午在公司第三季度業績會上表示。

行業出清的過程必然痛苦，但這也被視

為淘汰高成本與技術落後產能的必經過程。

呂錦標告訴記者，隨著硅料產能在2023

年迅速攀升，當年中硅料價格降至每噸六七

萬元時，一些年產一兩萬噸硅料的小企業便

因成本原因停產。

「突破硅料環節的產能瓶頸後，中國光

伏產業的競爭力進一步提升。」呂錦標解釋

說，中國光伏產業優勢最直觀的體現便是在

成本上將其他區域甩開很遠，即使是中企在

東南亞佈局的產能，生產成本也高於國內，

其他區域更是在成本上沒有競爭力，如歐洲

組件生產成本仍然高達每瓦兩元以上。

「這也是目前在海外佈局產能面臨的

一個問題。如果只用於供應當地市場，產能

規模必然難以擴大，不具備成本優勢，國內

產能之所以能夠迅速增長，源於面對世界市

場。全球市場還在逐步擴張，只是增速快慢

有所區別，這也是對產能過剩問題相對樂觀

的原因。」呂錦標說。

有業內人士也向解釋，外界無須過多

擔憂當下產能過剩導致的價格下跌與行業出

清。中國光伏產業的優勢就在於產品性價比

全球最優，這背後正源於產能相對過剩，產

能達到實際需求的1.3倍才能促進優勝劣汰，

中國的光伏產業已經經歷「三落四起」，沒

有個體企業被淘汰，無法塑造出中國光伏產

業的整體優勢。

他向記者舉例說，在2022年硅料價格

高企的背景下，行業的一個重要趨勢是薄片

化，減少每瓦組件需求的硅料用量，使得當

年組件價格甚至有小幅下跌。「只有高度競

爭的環境才能倒逼企業革新技術」。

規模化生產降低成本、選取更優的技術

路線，這被認為是中國光伏產業如今在各個

環節均佔據全球八成以上產量的關鍵。呂錦

標表示，2023年以TOPCon為代表的N型電池

表現超出預期，光電轉化效率得到提升，產

線良率不斷提升，而且成本控制得很好，基

本實現與上一代P型電池同價。

與光伏產業成功的路徑相似，在李積

剛看來，通過產業政策培育國內市場，再以

規模化不斷降低成本，並持續投入研發迭代

技術，最終塑造了鋰電池產業在全球的競爭

力。

最為典型的便是如今中國企業在磷酸

鐵鋰電池上取得的優勢。動力電池主要有三

元和磷酸鐵鋰兩種，三元電池在能量密度上

優於磷酸鐵鋰，因此車企往往優先選擇三元

電池，當時只有中國電池企業在生產磷酸鐵

鋰電池，而日韓企業憑三元電池技術引領全

球。

中國汽車動力電池產業創新聯盟數據

顯示，2019年6月，三元電池裝車量占比為

72.8％，磷酸鐵鋰占比僅為25.1％。但隨著

新能源汽車購置補貼不斷退坡，電池成本權

重逐漸增大。同時，寧德時代和比亞迪等企

業改進電池結構，提升電池系統整體能量密

度，滿足乘用車續航里程需求，最終打開了

磷酸鐵鋰電池市場應用空間。

2023年4月16日，中國科學院院士歐陽

明高在一個公開論壇上說，中國企業幾乎每

家都有拿手的電池結構技術，比如比亞迪的

「刀片電池」、寧德時代的「麒麟電池」、

廣汽埃安的「彈匣電池」等，「磷酸鐵鋰好

像是上帝專門留給中國人的電池」。

博弈歐美市場
對於光伏與鋰電池產業而言，歐美都

是重要的出口目的地，這源於其較高的毛利

率。

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光伏分會秘

書長張森告訴，光伏產品在美國市場售價較

高，短期內受兩次對華「雙反」措施、201和

301等關稅疊加以及反規避和強迫勞動法案影

響，國外產品難以低價順利進入美國市場。

但中長期隨著本土化生產的落地，企業會面

臨降本趨勢以及價格競爭，高售價、高利潤

的市場局面會有較大變化。

但美國目前仍是毛利較高的市場。2022

年，晶科能源毛利率最高的兩個市場分別

是亞太（以美國為主）和歐洲，分別達到

14.34％和13.54％，而同期國內市場的毛利率

僅為7.82％。

前述光伏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歐洲其實

對組件價格的容忍度更高，例如2022年當組

件出貨價格達到1.9元/瓦時已經達到國內光伏

電站的盈虧平衡點，但是以分佈式與戶用光

伏為主的歐洲市場對價格的敏感度更低。

同時，歐美也是面臨較高貿易壁壘的市

場。2011年之後，佔八九成需求的歐美先後

對中國光伏產品啟動「雙反」調查，所設關

稅最高超過200％，這對當時國內市場尚未啟

動的光伏產業而言可謂遭遇「滅頂之災」。

此後，為規避歐美，特別是美國的貿

易壁壘，中國光伏企業開始經營東南亞生產

基地。目前，中國企業在東南亞的硅片、電

池片、組件產能分別達到9.5GW、44.2GW、

42.4GW，後兩個環節佔全球總產能的8.5％左

右。據統計，2022年，越南、馬來西亞、泰

國、柬埔寨等東南亞四國貢獻了美國八成以

上的組件進口。

此後，中歐光伏貿易趨於平穩，但美國

並未停止針對中國光伏產業設置貿易壁壘。

今年前三季度，隆基綠能的資產減值損

失達30.92億元，同比增長277％。「今年超30

億元的減值中，相當一部分來自於發往美國

的產品回運之後的減值。過去幾年美國市場

中，我們遭受了很嚴重的損失。」隆基綠能

總經理李振國說。

2022年4月，美國商務部啟動針對東南

亞四國光伏產品的「反規避」調查，意在打

擊中國組件廠商以東南亞為跳板進入美國市

場，但是當年6月便給予兩年的「豁免期」，

直至2024年6月。

「新增光伏裝機是剛性需求，如果將中

企在東南亞生產的組件排除在外，美國本土

廠商難以提供有價格競爭力的產品，因此不

得不進行豁免。」呂錦標表示，美國本土產

能以First Solar的薄膜組件為主，在美國設有

完整的產業鏈，但此前每年的產量僅為五六

吉瓦，而以其去年三季度的財報核算，每瓦

組件的售價在兩元以上，但是同期中國企業

出貨價格已經達到每瓦1.2元~1.3元。

有業內人士告訴，對於今年6月豁免期

結束後的形勢預判相對樂觀，「因為美國本

土短期內難以找到可以替代的產能，對中

國光伏產品的需求於美國而言是『剛性需

求』」。

「對於鋰電池廠商而言，美國依然是海

外市場中最大的單一市場，在全球汽車工業

中，美國也佔據相當份額。中企自然不想放

棄美國市場這塊巨大的蛋糕，但是也看到美

國希望通過IRA法案將鋰電池產業鏈放在本土

的決心。」李積剛說。

2023年12月1日，美國再次明確IRA法

案細則，2024年開始電動車若包含任何由受

關注外國實體製造或組裝的電池組件，以及

2025年開始包含任何由受關注外國實體製造

或組裝的關鍵礦物，將無法獲得稅收抵免。

「目前中日韓三國企業在鋰電池產業相

對領先。美國一方面擔心中企大面積赴美，

另一方面也擔心如果完全將中企排除在外，

技術交流受阻，影響美國本土產品的競爭

力。」李積剛表示。

阿根廷胡胡伊省，中企承建的高查瑞300兆瓦光伏發電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