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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现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特别重大风险。公司已在本报告

“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中阐述了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敬请

广大投资者务必仔细阅读并注意投资风险。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5元（含税）。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172,887,533股，扣除公司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70,373股，以172,817,160股为基数测算

，预计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2,961.29万元（含税），占公司2023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15.21%。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4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72,887,533

股，扣除公司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70,373股，以172,817,160股为基数测算，合计转增

69,126,86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241,944,02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固德威 688390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银超 吴正炜 

办公地址 苏州市高新区紫金路90号 苏州市高新区紫金路90号 

电话 0512-62397978转8213 0512-62397978转8213 

电子信箱 ir@goodwe.com ir@goodw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1、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秉承“开创智慧能源新时代”发展愿景，长期致力于太阳能、储能等新能源电力电源设

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致力于为家庭、工商业用户及地面电站提供智慧能源管理等整体解决

方案。公司是以新能源电力电源设备的转换、储能变换、能源管理为基础，以降低用电成本、提

高用电效率为核心，以能源多能互补、能源价值创造为目的，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拥有电力电子、新能源控制、能量管理、储能变换、海量数据采集存储和应用等领域的

相关核心技术，主营业务产品包括光伏并网逆变器、光伏储能逆变器、储能电池和户用系统等。 

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开展研发。公司坚持“生产一代、开发一代、储

备一代、预研一代”的研发方针，保持研发工作的连续性和前瞻性。公司立项委员会通过分析行

业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市场分析调研，开展主导性的前瞻先发研究，重点进行能源转换、电力

电子、储能、能源互联网等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除此之外，公司在与客户的合作过程中，与客

户技术部门同步沟通，深入了解客户特点，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开发符合客户需求的新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2、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产品类型主要包括光伏并网逆变器、光伏储能逆变器、储能电池

和户用系统等。 

（1）光伏并网逆变器 

光伏发电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重要形式，利用半导体界面的光生伏特效应而将光能直接转变

为电能。光伏发电系统主要由太阳电池板（组件）、控制器和光伏并网逆变器三大部分组成，其中

光伏并网逆变器起到连接光伏方阵和电网，将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的重要作用，是光伏发电系统

的核心设备，同时也是确保光伏电站长期持续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的关键。 

光伏并网逆变器应用示意图如下： 

 

公司的光伏并网逆变器均为组串式逆变器。相较于集中式逆变器，组串式逆变器具有最大功

率跟踪电压范围宽、转化效率高、组件配置灵活、性能安全可靠等特点，可满足户内、户外等不

同的应用环境要求，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住宅、商业屋顶、农场、地面电站等光伏发电系统。经过

多年的研发投入和积累，公司光伏并网逆变器产品种类齐全，组串式光伏并网逆变器已涵盖

0.7kW～320kW 功率范围，可以全面满足各种类型光伏组件和电网并网要求，稳定高效运行于高

温、高海拔、风沙、盐雾、低温等各种自然环境。 

类别 产品型号 部分产品实物图 

光伏并网逆

变器 

单相单路 XS 系列，单相双路 DNS G3

系列，单相三路 MS G3 系列 

 



类别 产品型号 部分产品实物图 

三相双路SDT G3系列，三相多路SMT

系列，三相四路 MT G2 系列，三相多

路 GT 1100V 系列、HT 1100V 系列、

HT 1500V 系列、UT 1500V 系列 

 

 

（2）光伏储能逆变器 

光伏发电、风电等新型电力能源作为间歇性能源形式，发电功率受天气变化影响较大，发电

功率的波动会给电网系统带来一定冲击，同时面临下游用电侧波峰波谷的耗电差异。储能逆变器

集成发电侧并网发电、储能电站的功能，通过波谷储存电能，波峰输出电能，亦可克服非传统发

电形式易受天气变化发电不稳定的缺点，在提升电网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发电成本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为未来光伏系统、风电等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应用示意图如下： 

 

 

 

 

 

 

光伏储能逆变器的技术路线根据是否与电网连通主要分为并网型光伏储能和离网型光伏储

能，其中以并网型光伏储能为主。离网型光伏储能系统主要应用于海岛、无电网覆盖的偏远地区

等场景。随着部分国家对光伏并网发电补贴越来越低、部分区域甚至取消补贴，以及并网售电价

格的下降，储能将成为提升并网光伏系统收益的重要手段。同时，光伏发电作为一种间歇性能源，

发电功率的波动给电网系统带来一定冲击，储能系统可抑制或减少上述冲击，光伏并网储能逆变

器将成为行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在并网应用上，根据储能系统所处发、输、配、用不同环节，可以分为发电侧储能、配电侧



储能和用电侧储能。发电侧储能主要解决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的波动性和消纳问题，配电侧储能

则主要实现调峰调频功能，发电侧和配电侧储能系统应用通常具有容量大、占地面积大、投资成

本高等特点，主要应用于大型集中式地面电站和电网变电站等领域。用电侧光伏储能可分为户用

光伏储能和工商业光伏储能，主要用于提升发电收益、降低用电成本。近年来用电侧光伏储能系

统的安装呈上升趋势，未来随着储能电池价格的下降，上述进程将逐步加快。 

类别 产品型号 部分产品实物图 

光伏储能

逆变器 

单相光伏储能 ES G2 系列 

 

三相光伏储能 ET 系列 

 

单相储能一体机 ESA 系列 

 

耦合器 BTC 系列 

 

光伏混合储能逆变器 ETC 系列 

 



EAC 系列工商储户外一体柜 

 

BAC 系列工商储户外一体柜 

 

（3）储能电池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一款储能锂电池产品：Lynx Home A 系列锂电池。同时，公司对既有高

压电池 Lynx Home F 系列进行了迭代升级。其中 Lynx Home A 系列低压锂电池适用于家庭、机房、

商超等家用及小型工商业应用场景。采用电池模块化设计，堆叠式设计便于安装，灵活组合容量

可扩展，容量可扩展可通过汇流盒安装实现最多 15 个电池组并联。 

类别 产品型号 部分产品实物图 

电池 

低压电池 Lynx Home A 系列 

 

低压电池 Lynx Home U 系列 

 

高压电池 Lynx Home F G2 系列 

 



 

 

 

 

 

工商业电池 Lynx C 系列 

 

 

 

 

 

 

 

（4）户用系统 

户用光伏是指将光伏电池板放置于家庭住宅屋顶或者院落内的小型光伏电站。在国家“十四

五”规划、“双碳”目标和“乡村振兴”战略等大背景下，国家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工程、千乡万

村沐光行动等利好政策相继出台。2021 年 6 月 20 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了《关于报送整县

（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指出：开展整县（市、区）推进屋顶分布式光

伏建设，有利于整合资源实现集约开发，是加快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发展的重要举措。 

公司控股子公司昱德新能源，积极布局分布式户用光伏发电系统。昱德新能源致力于打造绿

色低碳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从自采、仓储到物流，保障各个环节高效运转。目前，昱德新能源已

规划从逆变器+光伏组件的二件套供货，升级至含配电箱在内的三件套供货，未来尝试五件套供

货，通过配件的标准化和体系化，提升电站的品质化。昱德新能源坚持高品质电站的开发，与一

线组件和逆变器品牌厂商合作，力求通过材料品质保障，降低代理商安装和后期运维成本，保障

农户的最终发电收益。在仓储物流方面，昱德新能源现已规划通过自建仓方式提升发货周转效率，

缩短供货周期，从最大程度上避免组件和逆变器短缺问题。 

昱德新能源从源头开发甄选优质“硬装”产品，优选业内知名品牌供应商，从而保障逆变器、

光伏组件以及配电箱的供货品质。逆变器选用固德威逆变器，固德威 AFCI 3.0 技术保卫电站安全，

完美消除电弧造成的安全隐患。适配各类高效组件，确保更长工作时间、全面提升电站发电量，

以最大限度持续为客户提供长期收益。选用的组件效率高达 22.4%，超强边框，可承载 5400Pa 雪

荷和 2400Pa 风压，都需经过重重测试与检验。配电箱通过供应链与工程技术团队的层层把关，挑

选全国优质生产制造商。经过外观设计、产品打样、现场监工测试、真实环境测试等环节，最终

定制成品。 

（5）光电建材 

光电建材方面， 公司长期深度聚焦建筑光伏安全问题，将安全责任刻入企业基因，为用户提



供可持续建筑一体化解决方案，让高效发电、安全绿色的光电建筑陪伴千家万户。 

报告期内，固德威开启 GOODWEEK 全球直播活动，并联合了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德国莱茵 TÜV 集团共同完成了《光电建筑安全白皮书》的发布。2023 中国国际屋面和

建筑防水技术展览会上，公司联合防水行业合作伙伴重磅发布《基于单层屋面的光伏系统安全技

术白皮书》。此外，2023 年全国绿色建材下乡活动（广东站）广州展示会上，进行了广东绿色建

材下乡活动入库企业目录发布及颁证仪式，公司成为首批入库企业，光电建材进入推广产品名录。

报告期内，公司在上海城市体验中心完成了光电建材新品发布，主要发布了应用于建筑立面的天

玑系列光电外遮阳系统。 

类别 产品型号 部分产品实物图 

光电建材 

旭日系列 

 

银河系列 

 

北极系列 

 



类别 产品型号 部分产品实物图 

星宇系列 

 

天玑系列 

 

 

（6）智慧能源产品 

在智慧能源管理系统方面，公司综合运用物联网技术，利用公司的各类数据采集设备，接入

风电、充电等多种发电和用电设备数据，结合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技术，促进系统内各能源生产

和应用的互联互通、区域自治、智能管理调度，最终形成以电力为核心的能源互联网生态系统解

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资产管理 WE 平台全新上线了光伏结算中心。依托固德威专业的

硬件集成能力和能源数字化技术，实现了光伏电费结算过程数据准确、提高收取人效、线上流程

闭环支付等全新功能。同时，报告期内公司成为了百度文心一言首批生态合作伙伴，双方通过技

术共享、培训赋能、联合营销等方式，将人工智能产品逐步落地到能源实际应用场景中，为用户

打造全场景、数字化智慧能源解决方案及服务。 

 

(二)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一套完善的采购、生产、销售及服务模式和流程，以此实现对产品从采购到售后服

务各个环节的有效控制。 

（1）盈利模式 

公司长期专注于太阳能、储能等新能源电力电源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致力于为家庭、

工商业用户及地面电站提供智慧能源管理等整体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的盈利主要来自于将生产的光伏并网逆变器、光伏储能逆变器、储能电池和

智能数据采集器等新能源电力电源设备直接对外销售。 



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昱德新能源布局户用光伏发电，将公司逆变器与采购的光伏组件、配

电箱集成为户用系统对外销售实现收益。 

（2）采购模式 

公司产品所需的原材料主要包括电子元器件、机构件以及辅助材料等，其中电子元器件包括

功率半导体、集成电路、电感磁性元器件、PCB 线路板、电容、开关器件、连接器等，机构件主

要为压铸件、钣金件等，辅助材料主要包括塑胶件等绝缘材料，同时公司亦向光伏组件厂商采购

光伏组件以供光伏系统销售。在日常经营中，公司持续进行合格供应商开发和供应商评估，根据

客户需求选择优质、高效的供应商。公司以客户订单及销售预测为基础，实行按需采购的模式，

同时结合采购周期、生产计划及市场供求情况进行原材料采购，合理优化库存，降低采购成本。 

公司采购中心负责原材料的采购。对于原材料供应商的选择，公司根据产品质量、价格、交

期等对供应商做出综合评价，经审批通过后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与其签订采购框架协议，约定

采购产品类别、质量责任、结算方式、预付款比例、交货计划等。公司建立了合格供应商管理体

系，定期或不定期对供应商及其货物质量、交期进行考核。多年来，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在合作过

程中形成了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 

① 供应商选择与管理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供应商评价体系，首先根据国内外及同行业主要厂家的信息，经资质预评

审确定初选供方，然后由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中心、运营中心等人员组成稽核小组，根据

《供应商控制程序》，对供方的质量管理体系、技术力量、企业信誉、交货能力、规格参数、产品

质量、意向价格、商务条款等进行综合评价，并视情况进行供应商现场审核，通过审核并经公司

管理层批准，综合评定达到《供应商审核报告》、《供应商评定记录表》等文件规定要求后，方可

导入公司《合格供应商名录》。 

在建立合作关系后，公司按照新产品导入流程要求供应商送样检测认证，送样审查合格后，

公司开始批量下单。公司依据《进料检验规范》对供应商交付产品每批次进行抽检，如出现质量

问题，由采购中心、运营中心、研发中心等部门组成的评审小组讨论确定，并向供应商发出《不

合格品通知单》，供应商应及时回复整改措施，采购中心对改进措施做闭环确认。如出现严重质量

问题，采购中心发出《质量预警单》，根据事态严重性可将该供应商从《合格供应商名录》中除名。

此外，根据《供应商控制程序》，采购中心每个月统计供应商交货质量、交期、配合度，并收集各

部门对该供应商的综合评分表等方式对供应商进行绩效考核，低于评分标准的，要求供应商提出

改善措施，如果该供应商在规定期限内仍然不合格，则调整对其采购，直至停止供货。 



② 采购计划制定 

运营中心根据销售订单和预测制定生产计划，物控部门根据生产计划及原材料交期制定物料

需求量及预测量，同时根据客户临时增加的订单安排物料计划和生产交付计划，合理确定各种原

材料的采购规模，采购中心与选定的供应商签订合同，下达采购订单，要求确保其能够根据公司

提供的备货信息，进行滚动备货，以满足公司生产所需。 

③ 采购实施 

公司原材料采购主要采取询价式采购模式。采购中心通过与合格供应商询价、比价和洽谈的

方式，在保证质量和交期的情况下，以价格优先为原则，选择确定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明确

采购数量、采购价格以及交货时间。采购流程主要包括前期的供应商选择、合同签订；中期的采

购计划制定、供应商询价比价、采购订单下达、供应商反馈交期；后期的原、辅材料送货质检、

验收入库、付款等环节。 

（3）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实行“以销定产+合理库存”的管理模式。运营中心每年根据销售中心提供的年度

销售计划制定年度生产计划，销售中心每月提出临近三个月的销售预测，运营中心根据销售预测、

库存量、生产设备情况，每个月召开产销协调会，制订下月月度生产计划。生产车间根据生产计

划、生产排程与工单组织生产。运营中心负责具体产品的生产流程管理，监督安全生产，组织部

门的生产质量规范管理工作；同时其负责监督生产执行情况，对生产过程的各项关键质量控制点

进行监督检查，并负责对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的质量检验。 

公司亦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化生产产品，公司 ODM 产品的生产模式和自有品牌产品生产模式

基本相同，ODM 产品生产型号、性能参数、主要材料构成等与自有品牌产品基本一致，产品外

壳颜色、标签和包装与自有品牌产品存在一定差异。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采取自主生产的模式，

除此之外，报告期公司存在委外加工的情况。根据生产工单将物料发送到专业厂家进行组装加工，

委外加工商按照公司提供的工艺文件要求对加工过程进行操作和质量控制，检验合格后交付公司。 

（4）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收入主要分为新能源电力电源设备销售以及少量光伏电站发电收益。 

新能源电力电源设备方面，逆变器作为光伏发电系统、储能系统的主要核心部件之一，需要

和其他部件集成后提供给电站投资业主、家庭户用、工商业主等最终用户使用。光伏发电系统在

提供给电站投资业主、家庭户用、工商业主等最终用户使用之前，存在相应的系统设计、系统部

件集成以及系统安装环节，虽然最终使用者均为光伏系统电站投资业主、家庭户用、工商业主等，

但设备也可以由中间环节的某一类客户采购。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光伏系统集成商、EPC 承包商、



安装商、投资业主等。公司产品销售包括境内销售和境外销售，公司采用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销

售模式，其中直销客户主要包括系统集成商、EPC 承包商、安装商、投资业主（地面电站业主、

户用业主、工商业主）。通过多年的市场开拓，公司已建立了日趋完善的境内和境外的营销体系，

与众多国内外知名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 ODM 产品销售模式与自有品牌产品基本相

同，采用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此外，公司控股子公司昱德新能源布局户用光伏发电，

将公司逆变器与采购的光伏组件、配电箱集成为户用系统对外销售。 

公司营销中心下设战略销售部，负责与大客户的战略合作事宜；渠道销售部则专注于中小客

户的开发和维护。公司在澳大利亚、荷兰、韩国、巴西、德国、印度等境外及境内重要战略省份

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安徽、广东等设立了服务点，对产品进行后续维修、技术支持等增值

服务，以快速响应客户市场需求。 

① 境内销售 

公司境内市场由客户直接下订单向公司进行采购。公司在全国多点设立大区销售中心，覆盖

全国二十余个省级行政区。公司在每个省份均配备不同数量的专职销售人员开展业务，并设有大

区经理全面负责本区域的市场调研、客户需求分析、销售、服务等一系列活动。光伏电站发电方

面，公司通过子公司开展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开发、投资、建设及持有运营，依据国家能源价格主

管部门确定的区域电价或特许权投标电价与电网公司直接结算电费，该种国家定价结算方式是公

司电量销售结算的主要方式。 

② 境外销售 

经过多年的境外市场开拓，公司已经在欧洲、大洋洲、亚洲、南美和非洲等主流市场建立了

稳定的业务渠道。为进一步稳定和促进境外业务开展、服务当地客户，公司在德国、英国、澳大

利亚、荷兰、韩国、日本、美国、波兰、西班牙、新加坡等地成立了子公司，以持续提升市场开

拓、营销和服务的能力。同时，公司结合各个市场相关产业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以及市场开拓

和服务的需要，在意大利、巴西、墨西哥、荷兰、印度等国家和市场规划了服务点。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发展阶段 

a.全球光伏行业市场 

各国政府从环境保护和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2020 下半年以来国内外碳达峰、碳



中和政策频发，发展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共识，同时自上而下推动驱动装机增

长，提高了行业远期空间的确定性和成长性。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相关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

光伏新增装机规模约 220GW，2023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超过 390GW，创历史新高；中长期看，

IEA 预测到 2030 年全球光伏累计装机量有望达到 1,721GW，到 2050 年将进一步增加至 4,670GW。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在《全球能源转型展望》中提出的 1.5℃情景，到 2030 年，

可再生能源装机需要达到 11,000GW 以上，其中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约占新增可再生能源

发电能力的 90%。随着外部因素影响的减弱，在光伏发电成本持续下降和全球绿色复苏等有利因

素的推动下，全球光伏新增装机仍将持续增长。 

b.中国光伏行业市场 

中国作为全球光伏的主要市场之一，近年来在光伏“平价上网”、光伏行业“降本增效”以及

国家对光伏产业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等因素的驱动下，光伏装机容量持续增长。“十四五”期间，国

家将继续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等建设。全国各地将会因地制宜开展各类“光伏+”应用

工程，促进光伏发电与其他产业有机融合，通过光伏发电为土地增值利用开拓新途径。太阳能光

伏市场应用已逐步呈现宽领域、多样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光伏电站，与建筑相结合的光伏发电

系统、储能系统等分布式光伏领域也在快速兴起。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 2023 年全国电力工业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底，2023年度国内光伏新增装机量为216.88GW，同比增加148.12%，

占 2023 年度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 50%左右。 

（2）基本特点 

a.光伏行业前景广阔 

随着全球对能源和环保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推动新能源领域尤其是光伏行业的发展成为各

国普遍达成的共识。光伏发电在很多国家已成为清洁、低碳、同时具有价格优势的能源形式。不

仅在欧美日等发达地区，中东、南美等地区国家也快速兴起。2023 年，在光伏发电成本持续下降

和全球绿色复苏等有利因素的推动下，全球光伏市场将快速增长。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布的

《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路线图（2023 年版）》，在多国“碳中和”目标、清洁能源转型及绿色复苏的推

动下，乐观情况下，预计到 2030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将接近 600GW，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b.全球市场多点开花 

光伏新能源领域系列产品属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各国政府除对产品存在独立第三方的认证资

质外，无其他特别限制。光伏新能源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已成为较为集中、充分竞争的行业。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路线图（2023 年版）》，2023 年全球光伏新



增装机超过 390GW，创历史新高；全国新增光伏并网装机容量 216.88GW，同比增加 148.12%，

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新增装机 120.59GW，同比增长 232.2%，分布式光伏电站新增装机 96.29GW，

同比增长 88.4%。2023 年大型地面电站占全部新增光伏发电装机的 55.6%，分布式电站占比为 

44.4%，其中户用光伏占到分布式市场约 45.3%。2023 年，我国大基地项目开工建设，集中式增

长点明显。分布式市场方面，我国户用光伏装机表现良好，并且随着多个传统户用装机市场接近

饱和，户用安装开始向南部转移，如江西、湖南、福建等省份 2023 年增长突出。未来传统光伏市

场包括美国、巴西、印度、澳洲及欧洲市场对光伏逆变器需求基数大，新兴市场包括沙特、南非、

阿联酋等由于全球多个地区光伏已经具备成本优势，发展势头强劲，因此光伏产业将在全球呈现

多点开花的局面。 

c.绿色产业，助力双碳战略 

在全球气候变暖及化石能源日益枯竭的大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

重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做出报告指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

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2023

年 4 月 14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2023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旨在巩固风电光伏产业发展优势，

持续扩大清洁低碳能源供应，积极推动生产生活用能低碳化清洁化，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巩固拓展

绿色低碳转型强劲势头，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2023 年 6 月 2 日，国家能源局组织发布《新

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书中指出“新型电力系统是以确保能源电力安全为基本前提，以满足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电力需求为首要目标，以高比例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建设为主线任务，以源

网荷储多向协同、灵活互动为有力支撑，以坚强、智能、柔性电网为枢纽平台，以技术创新和体

制机制创新为基础保障的新时代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双碳”目标

的关键载体”。作为新能源行业的一员，公司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应行业发展趋势，为碳中和

的实现做出应有贡献。 

(3)主要技术门槛 

光伏逆变器是电力电子技术在太阳能发电领域的应用，行业技术水平和电力电子器件、电路

拓扑结构、专用处理器芯片技术、磁性材料技术和控制理论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在太阳能发电系

统中，光伏逆变器在直流侧实现系统优化，从而达到降本、增效、减耗的目的，在交流侧，随着

渗透率的提升，不断满足电网越来越高的调度与支撑功能。逆变器技术亦从最初的提质增效朝着

光储融合技术，进而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方向发展。 



光伏逆变器可以将光伏太阳能板产生的可变直流电压转换为市电频率交流电，可以反馈回商

用输电系统，或供离网的电网使用。除此之外，在并网发电过程中，系统向电网输出的正弦交流

电还需与电网电压同频、同相，而这一功能也需通过光伏逆变器实现。逆变器除了具有直流、交

流转换功能外，还具有光伏阵列的最大功率跟踪和系统保护功能，其可靠性、高效性和安全性直

接影响整个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发电量及稳定性。光伏逆变器是整个光伏发电系统中的关键设

备之一。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根据 Wood Mackenzie 发布的《Final Global solar PV inverter market shares》系列研究报告，2019

年公司在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的出货量位列第十一位，市场占有率为 3%，其中储能逆变器市场

份额占比超过 15%，位列全球第一；2020 年公司在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的出货量上升至第九位，

市场占有率为 4%；2021 年公司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出货量排名进一步上升至第四位，市场占有

率为 6%。2023 年 3 月 27 日，储能领跑者联盟（EESA）发布了 2022 年储能产业链数据排名。结

果显示，在 2022 年中国企业全球储能小功率 PCS（30kW 以下）出货量排名中，固德威位列榜首，

排名全球第一。 

作为国内新能源电力电源设备及智慧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在行业内拥有较好的竞

争地位。2022 年度，公司产品已批量销往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捷克、韩国、荷兰、印度、

比利时、土耳其、墨西哥、巴西、波兰、南非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作为国内智慧能源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在行业内拥有较好的竞争地位。凭借研发及技术优势，获得了国内外客户的

广泛认可，奠定了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品牌优势。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1）光伏逆变器技术新趋势 

报告期内，光伏逆变器技术更迭推动光伏发电成本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光伏产业链中各环节

的技术不断迭代更新，光伏的发电成本逐步下降，行业进入成本驱动发展的良性循环。在很多国

家和地区，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接近甚至低于传统能源的发电成本，降低了光伏行业对于补贴政

策的依存度，极大地促进了光伏的市场推广。 

基于终端平价上网的趋势，光伏逆变器产品价格亦随着光伏整体成本呈下降趋势，但其性能

则逐步提升，市场集中度的提升和下游市场的发展促使主要逆变器厂家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未

来随着硅半导体功率器件技术指标的进一步提升、碳化硅等新型高效半导体材料工艺的日益成熟、



磁性材料单位损耗的逐步降低、理论层面电力电子变换拓扑和控制技术进一步发展，逆变器效率

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2）储能行业呈现规模化发展新趋势 

相比化石燃料发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不稳定性、间歇性的问题，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占比提升，电网在输配、波动性调控等方面的难度增大，需要依赖储能形成可控制、可调度的电

网运营模式。 

储能主要是光伏储能逆变器加储能电池，公司在布局光伏逆变器的基础上，开发了储能逆变

器，搭配储能电池进行销售。在与客户的沟通过程中，公司逐步开拓储能系统集成业务，为客户

直接提供解决方案，扩大储能产品的销售额。受益于主要原材料电芯成本的下降，储能系统成本

亦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目前陆上风储、集中式和分布式光储并网度电成本接近脱硫燃煤电价，

随着未来进一步降本增效，有望实现储能系统经济化、规模化发展。 

近年来，我国储能行业发展得到了政府多项产业政策的扶持，预期在国内企业产品端赶超海

外、品牌渠道端逐步完善后，国产逆变器份额将快速提升。 

（3）能源互联，加强智能电网建设 

目前的电力能源形式受制于电源的大型化，主要是源网荷结构，通过电网来将电源和负荷进

行连接。随着光伏电站、风机系统等新能源发电系统在电网中不断推广，由于新能源加储能的天

然分布式特性，未来可能是微电网相互链接耦合的结构，微电网自带电源、负荷、储能，通过一

定的电网连接互相协调。这将延伸出新的业务模式和新的用电形态。 

同时，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逆变器在承担其本身将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功能的同时，也将

承担着数据采集、人工交互等更多智能化应用的需求，从而可以加强对新能源发电系统的数据监

控能力，保证电力系统能够观测各个新能源发电系统的动态情况。未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移动互联等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必定会加速与逆变器生产行业融合，预计搭载数字化、

智能化服务的逆变器将成为未来主流。公司将紧紧把握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以电力为核心的能源

系统电力电子化、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信息物理深度融合的新一代电力系统的发展特征，构建

智能电网+多能互补的能源互联网业态，致力于成为能源互联网发展的引领者。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2021年 



增减(%) 

总资产 7,111,232,868.50 5,798,746,253.67 22.63 3,714,703,32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982,827,693.90 2,257,494,205.68 32.13 1,655,924,629.28 

营业收入 7,352,680,892.17 4,710,236,539.05 56.10 2,678,113,76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52,097,089.84 649,288,216.90 31.24 279,535,00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06,278,195.72 627,414,715.71 28.51 244,737,975.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34,080,763.77 874,499,725.85 18.25 296,059,99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2.53 33.18 减少0.65个百分点 18.1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4.94 3.76 31.38 1.6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4.90 3.74 31.02 1.62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减少0.99个百分点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719,259,184.63  2,094,940,347.18  1,836,148,543.63   1,702,332,81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6,407,103.33   404,352,352.15   152,073,200.66   -40,735,56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33,113,599.00   409,716,687.88   142,301,023.28  -78,853,114.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7,478,995.84   598,530,279.74   338,524,640.08   -10,453,151.8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61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97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不适用 



（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数（户）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数

量 

包 含

转 融

通 借

出 股

份 的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黄敏 15,260,000 53,410,000 30.89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卢红萍 1,531,556 7,921,744 4.58 0 
  

无 
  境内自然

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974,465 7,587,734 4.39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苏州合众聚德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1,724,800 6,036,800 3.49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高端制造股票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846,066 5,232,552 3.03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郑加炫 741,545 5,225,203 3.02 0 
  

无 
  境内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29,772 4,856,088 2.81 0   无   境外法人 

方刚 1,231,200 4,309,200 2.49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卢进军 955,952 2,873,883 1.66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上证科创板 50 成

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670,130 2,720,654 1.57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至报告期末，黄敏直接持有公司 5,341 万股

份，直接持股比例为 30.89%，并通过合众聚德

间接控制公司 603.68 万股份，间接控制的股份比

例为 3.49%，黄敏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控制

公司 34.38%的股份，并长期担任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系公司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2、黄敏

系合众聚德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合

众聚德系黄敏控制的企业，为黄敏的一致行动

人。3、合众聚德中的有限合伙人黄欢、黄芝芸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敏的亲属，为黄敏的一致行

动人。4、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3 年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35,268.0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6.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5,209.7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24%。公司 2023 年营业总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幅度较大，主要系公司持续拓展光伏产品境内外市场，公司销售规模扩大带动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增长。从财务状况看，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额为 711,123.29 万元，较上年末增

长 22.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98,282.77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32.13%。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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