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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太阳能电池背膜，也叫光伏组件背板，是一种位于太阳能电池组件背面的光伏封装材料。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产

业链上游为原材料供应环节，主要原材料包括PET基膜、氟树脂和胶粘剂；产业链中游为太阳能电池背膜的制造和

生产环节；产业链下游由光伏组件制造商和光伏电站等光伏项目运营商组成。伴随上游原材料国产化进程及产品

升级迭代速度加快，预计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的市场规模及行业集中度趋于提升。

行业定义[1]

太阳能电池背膜，也叫光伏组件背板，是一种位于太阳能电池组件背面的光伏封装材料，在户外环境下保护

太阳能电池组件抵抗光湿热等环境影响因素对EVA胶膜、电池片等材料的侵蚀，起绝缘耐候保护作用。由于背膜

位于光伏组件背面的最外层，直接与外部环境大面积接触，因此背膜需具备优异的耐高低温、耐紫外辐照、耐环

境老化和水汽阻隔、电气绝缘等性能，其性能的优劣将直接影响电池组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1] 1：file:///C:/Users/73… 2：中来股份招股说明书

行业分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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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基于生产工艺的分类

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基于材料结构的分类

按照生产工艺、材料结构和化学材料的分类方式，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可以分为如下类别：

太阳能电池
背膜分类

复膜型背膜

以PVF、PVDF或ETFE等氟膜与PET基膜通过胶粘剂复
合而制备，是目前太阳能电池背膜产品的主要生产工
艺。其中PVF膜占主导，其他已经商品化的氟膜还有
PVDF、ECTFE、THV、ETFE和PCTFE等。

涂覆型背膜
以FEVE、PVDF等为主体树脂制备的氟碳涂料直接涂覆
到PET基膜上形成涂层氟膜，无需使用胶粘剂，相对于
复膜型背膜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共挤型背膜
将聚合物多层薄膜挤出的复合技术，代表为AOE、
OOO类型背板。



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基于化学材料的分类

太阳能电池
背膜分类

TPT结构
（PVF/PET/PVF）

即双面氟膜结构背膜（氟膜+PET+氟膜），相对于
TPT结构复膜型背膜，双面含氟涂覆型背膜凭借良好的
性价比而逐渐成为下游组件企业的重要选择。

KPK结构
（PVDF/PET/PVDF）

相比TPT结构，区别在于内外层氟膜采用PVDF薄膜代
替了PVF薄膜，其突出特点是机械强度高，耐辐照性
好，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在室温下不被酸、碱、强
氧化剂和卤素所腐蚀。

KPF结构
（PVDF/PET/
氟皮膜）

一面采用复合工艺将PVDF氟膜通过胶粘剂复合于PET
基膜，另一面采用流延制膜工艺将混入二氧化钛的含氟
树脂紧密均匀涂覆于PET基膜的涂层，该涂层经高温熟
化后形成与PET基膜有自粘性的含氟薄膜，区别于易脱
落的氟涂料涂层，该氟皮膜在实现耐紫外、阻水等高性
能要求的同时价格相对较低。

TPE结构
（PVF/PET/PE）

即单面氟膜结构（氟膜+PET+PE），以PE（聚烯烃类
薄膜）替代内层氟膜为主，主要类型有PVF/PET/PE、
PVDF/PET/PE和FFC/PET/PE等。由于单面含氟，其
保护性能不如TPT结构，难以经受长期抗紫外老化考
验。

KPE结构
（PVDF/PET/PE）

以PE（聚烯烃类薄膜）替代内层氟膜为主，由于单面
含氟，其保护性能不如KPK型背板，难以经受长期抗紫
外老化考验。

PPE结构（无
氟）

即不含氟结构，主要类型有PET/PET/PE等，通常外层
PET需要进行抗紫外耐候的强化处理，通过胶粘剂粘合
而成。由于不含氟背膜材料本身的抗湿热、干热、紫外
等性能相对较差，主要应用于耐候性要求相对较低的光
伏组件上。



太阳能电池
背膜分类

含氟背膜
以氟膜或氟涂层作为耐候保护层的背板，具有优异的耐
紫外、耐腐蚀和耐热等性能，可靠性高且寿命较长，但
价格较高和回收难度较大。

非氟背膜
指不含氟的背板，主要以强化聚酯PET或聚酰胺PA为
耐候保护膜的背板为主，成本较低但耐候性较差。

玻璃背膜

采用无机材料玻璃，具备较好的耐候性和阻隔性。其中
单玻双面组件正面采用全钢化光伏玻璃，背面采用透明
背板，具有质量轻、易搬运安装、耐冰雹冲击等优点；
双面双玻组件正面和背面均采用半钢化光伏玻璃，具有
机械强度较高、透光率较高等特征，但搬运安装成本较
高、半钢化玻璃易爆裂。

[2] 1：file:///C:/Users/73… 2：file:///C:/Users/73… 3：https://mp.weixin.… 4：中来股份招股说明书、…

行业特征[3]

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的特征包括：1.不同应用场景对太阳能电池背膜的需求存在差异性；2.太阳能电池背膜

品种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3.光伏行业可持续性发展为太阳能电池背膜带来巨大增量需求。

1 不同应用场景对太阳能电池背膜的需求存在差异性

不同材料和结构组成的太阳能电池背膜往往具备不同功能和适配不同气候环境，因此，不同应用场景对太

阳能电池背膜的需求存在差异性。例如，在沙漠和高原应用场景中对背膜耐紫外辐射要求较高，而对耐盐

雾几乎无要求；在农场应用场景中对背膜耐氨气要求较高；在屋顶应用场景中对背膜除防火外的各项要求

均较低。

2 太阳能电池背膜品种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

随着光伏技术迭代升级和上下游产业化进程加速，p型PERC电池、n型TOPCon电池、异质结电池和XBC电

池等系列光伏电池技术路线不断更新迭代。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组件市场主要有单玻组件、双面双玻、



双面单玻三大类组件方案，相应地催生出双面涂覆型、涂覆复合型、玻璃、共挤型背膜以及透明玻璃背

膜、黑色高反光背膜、陶瓷背膜等创新型背膜，覆盖p型和n型系列组件产品，可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3 光伏行业可持续性发展为太阳能电池背膜带来巨大增量需求

据国际能源署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达510GW，同比增长50%，其中光伏

装机容量374.9GW，同比增长64%，超过了其他任何可再生能源技术。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的《2023年

能源行业标准计划立项指南》中对2030年前的每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进行了统计和预测，结果显示，在

保守和乐观两种情形下，2030年全球新增装机量分别可达400GW和500GW，明确展示了光伏行业发展的

可持续性和高成长性。光伏装机容量的持续增加将同步带动上游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市场需求增长。

[3] 1：https://mp.weixin.… 2：file:///C:/Users/73… 3：file:///C:/Users/73… 4：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发展历程[4]

太阳能电池背膜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伴随全球光伏产业链转移和国产化进程加快，国内市场逐步

从早期的国外企业垄断过渡到国内企业主导。由于玻璃背膜和透明背膜在双玻组件应用中具有透光性好、散热好

及轻量化等优异性能，是未来太阳能电池背膜技术革新的重要方向。

早期发展阶段 1970~1989

20世纪70年代，太阳能电池商业化起步，太阳能电池背膜材料是基于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的薄膜，它提供了基本的机械保护和电气绝缘性能；20世纪80年代，伴随光伏行业发展和对背膜高

性能需求日益提高，含氟背板材料因其耐候性和化学稳定性而开始受到重视，美国杜邦公司和法国阿

科玛相继研发出Tedlar®PVF（聚氟乙烯）和Kynar®PVDF（聚偏氟乙烯）等材料，TPT（双面氟

膜）背膜出现。

该阶段属于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的早期发展阶段，在该阶段美国杜邦、法国阿科玛、日本凸版、

3M、东丽等国外企业凭借前瞻性的技术和产品布局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而中国企业起步相对较晚，

市场份额主要集中在国外企业手中。

材料创新阶段 1990~2015

20世纪90年代，考虑到使用TPT背膜封装单玻组件的成本较高，部分海外企业开始推出基于PET结构

的非氟背膜；2009年，奥地利Isovolta研发出3A无氟尼龙背膜，凭借成本效益和耐候性而获得市场



关注；2010年，非氟背膜市场份额超过TPT背膜，市场占比达50%；但由于非氟背膜耐候性相对较

差，行业也在持续探索涂覆型背膜、共挤型背膜以及透明背膜等性价比更高的新型背膜材料，2013

年，市场中出现了KPK、KPC、KPF、KPO、CPC等多种类新型含氟背膜，含氟背膜重新占据市场主

导地位，市场占比高达90%。

该阶段属于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的材料创新阶段，在该阶段相继出现了PE、KPK、KPC、KPF、

KPO、CPC等多种非氟背膜和新型含氟背膜；国内从事太阳能电池背膜的规模化企业赛伍技术和中来

股份相继成立，逐步带领国内中小企业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高速发展阶段 2016~至今

21世纪以来，全球光伏产业链开始向中国转移，得益于国产化进程加速国内背膜产品降本速度，国外

企业如日本凸版、3M和东丽相继于2016-2017年退出中国市场；叠加国内碳中和背景下系列鼓励性

和指导性政策推动下游光伏装机容量大规模扩张，国产太阳能电池背膜出货量逐年提升，2019年赛

伍技术和中来股份太阳能电池背膜累计出货量均超100GW。目前太阳能电池背膜国产化率已超过

90%，国产企业成为国内市场的主导力量。

该阶段属于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的高速发展阶段，国内市场逐步从早期的国外企业垄断过渡到国内企

业主导，国产化率快速提升。伴随着光伏产业对大尺寸双面组件和组件轻量化的需求日益提升，发电

性能和轻量化更优的透明背膜成为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的技术革新方向。

[4] 1：file:///C:/Users/73… 2：https://mp.weixin.… 3：https://mp.weixin.… 4：https://mp.weixin.…

5：https://mp.weixin.… 6：https://www.cybri… 7：https://www.jolyw… 8：晶澳能源-张军《光伏组…

产业链分析

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产业链上游为原材料供应环节，主要原材料包括PET基膜、氟树脂和胶粘剂；产业链中

游为太阳能电池背膜的制造和生产环节；产业链下游由光伏组件制造商和光伏电站等光伏项目运营商组成。[7]

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产业链主要有以下核心研究观点：[7]

上游：PET基膜和氟树脂等主要原材料仍存在较大国产化替代空间。

太阳能电池背膜的原材料主要包括PET基膜、氟树脂及胶粘剂等各类化学品，原材料在太阳能电池背膜生产成本

中占比超85%，其中PET基膜和氟树脂在原材料采购总额中占比近60%-70%，是生产太阳能电池背膜的核心原

材料。伴随东材科技、双星新材和福膜科技等国内头部材料企业整体工艺技术和生产规模提高，PET基膜和氟树

[1



产业链上游

原材料供应商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南洋科技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脂等主要原材料的国产化替代进程加快，但由于国内厂商布局时间相对较晚，国内外产品差距明显，国产化替代

空间较大。

中游：中国制造商是全球太阳能电池背膜的主要供应商。

伴随中国光伏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革新，中国光伏产业制造商迅速崛起，太阳能电池背膜的市场份额主要集中在中

国制造商手中，2023年中国制造商中来股份、福斯特、赛伍技术、明冠新材和乐凯胶片太阳能电池背膜出货量

分别位于全球TOP5，是全球太阳能电池背膜的主要供应商。

下游：下游光伏产业快速发展带动太阳能电池背膜市场需求提升。

太阳能电池背膜属于光伏产业配套材料，其市场需求受光伏产业发展状况影响。在国家鼓励政策和光伏技术发展

推动下，2023年中国新增光伏装机容量216.88GW，同比增长148%，占同期全球新增光伏装机容量的

62.77%。预计伴随下游光伏产业的持续发展，上游太阳能电池背膜的市场需求也将呈同步提升趋势，驱动太阳

能电池背膜制造商产能扩张。[7]

上

生产制造端

上游厂商

产业链上游说明

PET基膜和氟树脂是生产太阳能电池背膜的核心原材料。

太阳能电池背膜的原材料主要包括PET基膜、氟树脂及胶粘剂等各类化学品，原材料在太阳能电池背

膜生产成本中占比超85%，其中PET基膜和氟树脂在原材料采购总额中占比近60%-70%，是生产太

阳能电池背膜的核心原材料，其价格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太阳能电池背膜生产商的生产成本和盈利

空间。从PET基膜和氟树脂的供需情况来看，以PET为原料的BOPET基膜受供给过剩影响整体平均市

场价格位于五年低位，PET虽在成本支撑下价格稳定在7,000元/吨上方，但在终端需求限制下长期来

看价格或将呈下行趋势；以PVDF为代表的氟树脂市场伴随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处于

供不应求局面，PVDF价格从年初的18,000美元/吨上涨至22,000美元/吨，预计未来在技术进步和产

能扩张影响下PVDF价格或将维持稳定。

太阳能电池背膜主要原材料仍存在较大国产化替代空间。

由于太阳能电池背膜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PET基膜和氟树脂所处行业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长



产业链中游

太阳能电池背膜生产商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产业链下游

期以来全球PET基膜和氟树脂市场供应商集中在美日韩等海外国家中。近年来伴随东材科技、双星新

材和福膜科技等国内头部材料企业整体工艺技术和生产规模提高，PET基膜和氟树脂等主要原材料的

国产化替代进程加快，但由于国内厂商布局时间相对较晚，国内外产品差距明显，具体体现在高端产

品的技术差距、中低端产品的表观质量的控制、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及原材料的支撑性等方面，国产化

替代空间较大。

中

品牌端

中游厂商

产业链中游说明

中国制造商是全球太阳能电池背膜的主要供应商。

伴随中国光伏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革新，中国光伏产业制造商迅速崛起，在国产化降本趋势的影响下，

全球光伏产业逐步向中国转移，2023年全球组件产能1,103GW，中国组件产能920GW，占全球总产

能的83.4%。作为组件上游的重要原材料，太阳能电池背膜的市场份额也主要集中在中国制造商手

中，2023年中国制造商中来股份、福斯特、赛伍技术、明冠新材和乐凯胶片太阳能电池背膜出货量分

别为2.56亿平方米、1.51亿平方米、1.3亿平方米、0.96亿平方米和0.85亿平方米，位于全球TOP5，

是全球太阳能电池背膜的主要供应商。

太阳能电池背膜产品向低成本化和多元化方向迭代升级。

在市场对平价上网强烈需求及供需失衡的影响下，太阳能发电成本下降明显，自2009年至今，太阳能

电池组件价格下降超90%，其中2024年上半年组件价格同比下降超15%，组件价格的大幅下跌同步

驱动上游太阳能电池背膜产品价格从近50元/平方米下降至低于10元/平方米，带动成本更低的不含氟

PET型背膜、BO型背膜、多层共挤型背膜市场份额提升。同时，在下游市场对于绿色环保和发电效率

等特定需求的影响下，太阳能电池背膜制造商也不断开发出聚烯烃共挤型背膜和透明网格背膜、黑色

背膜等新型背膜。

下

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光伏组件制造商和光伏电站等光伏项目运营商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渠道端

产业链下游说明

下游光伏产业快速发展带动太阳能电池背膜市场需求提升。

太阳能电池背膜属于光伏产业配套材料，其市场需求受光伏产业发展状况影响。在国家鼓励政策和光

伏技术发展推动下，国内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全部电源装机总容量的比例从2011年的0.24%快速提升

至2023年的20.88%；同时，国内新增光伏装机容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23年中国新增光伏装机容

量216.88GW，同比增长148%，占同期全球新增光伏装机容量的62.77%。预计伴随下游光伏产业的

持续发展，上游太阳能电池背膜的市场需求也将呈同步提升趋势，驱动太阳能电池背膜制造商产能扩

张。

下游太阳能电池组件技术革新影响背膜工艺路线和市场格局。

由于双玻组件具备生命周期更长、耐候性和耐腐蚀性更好、发电效率更高等优异性能，目前其市场份

额超50%，已超越单玻组件成为市场主流。常规太阳能电池背膜主要配置于单玻组件，双玻组件中与

玻璃存在较强替代性的是透明背膜，推动适合双玻组件的的透明背膜等细分市场技术升级迭代，引导

行业产品工艺路线向高阻隔、高反射、高散热、高阻燃、环保等方向发展，相应地降低中低端传统太

阳能电池背膜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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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规模

2021年—2023年，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市场规模由5.69亿平方米增长至8.62亿平方米，期间年复合增长率

23.08%。预计2024年—2028年，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市场规模由8.75亿平方米增长至9.80亿平方米，期间年复

合增长率2.89%。[17]

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市场规模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下：[17]

太阳能电池组件驱动背膜行业市场规模同步扩张。

太阳能电池背膜是组件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2023年全球组件产量分别为220.8GW、347.4GW和612.2GW，

中国组件产量分别为181.8GW、294.7GW和518.1GW，国内外组件产量均呈持续快速上涨趋势，驱动背膜行业

市场规模同步扩张。2024年受制于光伏产能过剩和利用率偏低、光伏电力消纳能力有限等供需失衡因素，预计

新增组件产量同比增长率较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阳能电池背膜的市场需求。

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升级降低背膜消耗率。

伴随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工艺技术持续升级迭代，高效电池组件如双玻组件的市场份额提高，整体组件市场的平

均转换效率提升，相应地降低每GW组件的背膜消耗量，2021-2023年每GW光伏组件消耗的薄膜背板量分别为

500万平方米、480万平方米和470万平方米，呈逐年下降趋势。此外，随着双玻组件工艺日益成熟，单玻组件的

市场份额从2021年的62.6%下降至2023年的35.4%，降低了适用于单玻组件的传统太阳能电池背膜的应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市场规模扩张。[17]

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市场规模未来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17]

上游原材料国产化降本提高国产太阳能电池背膜市场竞争力。

目前国产PET基膜和氟树脂等太阳能电池背膜主要原材料虽在产品洁净度、平整性、耐温性和稳定性等质量方面

与国外产品仍存在一定差距，但产品性能和质量已经能够充分满足下游供应需求，国产材料在国内太阳能电池背

膜制造商中的应用较为普遍。未来伴随东材科技、裕兴股份、双星新材等国内头部企业持续布局高端材料市场，

突破技术瓶颈并提高国产中高端原材料供应能力，预计国产太阳能电池背膜原材料成本将趋于下降，进而提高国

内厂商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推动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张。

太阳能电池背膜产品升级迭代拓展高端市场空间。

伴随太阳能电池组件技术持续升级迭代，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对配套背膜产品的需求也愈来愈高，国内头部制造



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规模

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规模

数据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全球光伏、光伏在线

商持续强化对高端太阳能电池背膜产品的布局。例如，中来股份相继开发布局具有高阻水性能的透明背膜、具有

高透光率、高耐紫外性能、高硬度耐划伤的透明背膜、具有自清洁功能的透明背膜等产品；赛伍技术投入研发生

产透明网格背膜和高耐磨透明背膜等产品，这些新型太阳能电池背膜产品的规模化开发和生产均有利于推动国内

厂商进军高端领域，引领行业拓展高端市场空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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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梳理[18]

政策名称

《2024年能源监管工作要点》

颁布主体

国家能源局

生效日期

2024-01

影响

6



政策内容 重点跟踪分布式光伏备案、并网、交易、结算等情况。指导电网企业进一步优化并网流程、提高并网时

效，推动“沙戈荒”风光基地、分布式电源、储能、充电桩等接入电网。

政策解读
该政策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两个目标，通过简化和优化光伏并网流程鼓励分布式光伏项

目推进，同步拉动了市场对太阳能电池背膜等上游零部件的需求。

政策性质 鼓励性政策

政策名称

《电子信息制造业2023-2024年

稳增长行动方案》

颁布主体

工信部、财政部

生效日期

2023-08

影响

6

政策内容
深入实施《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推动“智能光伏+储能”在工业、农

业、建筑、交通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创新应用，发布第四批智能光伏试点示范名单。

政策解读
该政策提出要培育壮大智能光伏等新增长点，扩大智能光伏在多个领域的创新应用，有利于推动上游太阳

能电池背膜等零部件技术智能化革新，拓展产品高端市场空间。

政策性质 鼓励性政策

政策名称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

2035年）》

颁布主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

生效日期

2022-12

影响

6

政策内容
大幅提高清洁能源利用水平，建设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加快建设大

型风电、光伏基地。

政策解读
该政策强调要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鼓励更多组织和个人投资到光伏等清洁能源设施中来，壮大

光伏发电产业，带动太阳能电池背膜市场需求同步增加。

政策性质 鼓励性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促进光伏产业链健康发展有

关事项的通知》

颁布主体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生效日期

2022-10

影响

6



政策内容 鼓励多晶硅生产企业直接消纳光伏、风电、水电等绿电进行生产制造；推动光伏发电降本增效；推动高效

环保型及耐候性光伏功能材料技术研发应用，提高光伏组件寿命。

政策解读
该政策指出要推动光伏功能材料技术向高效环保和耐候性等高质量方向升级迭代，为太阳能电池背膜等光

伏功能材料生产企业技术研发指明了方向，有助于引导企业向高质量发展。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颁布主体

工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

运输部等五部门

生效日期

2021-12

影响

6

政策内容
到2025年，光伏行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产业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开发高质量封装胶膜、光伏玻璃和背

板产品，推动新型高效电池用关键部件及关键设备产业化。

政策解读
该政策强调要创新升级智能光伏产业，鼓励企业采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和数字化辅助工具，提高光伏产品制

造全周期信息化管理水平，并注重运用智能化技术实现太阳能电池背膜高质量发展。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18] 1：https://mp.weixin.… 2：https://mp.weixin.… 3：https://mp.weixin.… 4：https://mp.wei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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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格局

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市场份额主要集中在中国厂商手中，全球太阳能电池背膜出货量TOP5厂商均为中国厂

商，整体国产化程度较高。[22]

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呈现以下梯队情况：第一梯队公司有中来股份、赛伍技术和福斯特等；第二梯队公司为

乐凯胶片、明冠新材等；第三梯队有回天新材、激智科技等。[22]

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竞争格局的形成主要包括以下原因：[22]

太阳能电池背膜国产化程度较高。

从2023年各厂商太阳能电池背膜出货量来看，位于全球TOP5的厂商中来股份、福斯特、赛伍技术、明冠新材和



乐凯胶片均来自中国，出货量分别为2.56亿平方米、1.51亿平方米、1.3亿平方米、0.96亿平方米和0.85亿平方

米，且这五家厂商连续五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展现了太阳能电池背膜国产化程度较高的特征。

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技术壁垒较高。

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涉及多种核心技术，如材料设计、树脂改性、胶粘剂配方、界面技术、测试评价等基干技术

和涂布、复合、流延制膜等工艺技术，同时太阳能电池组件对背膜的厚度、抗张强度、断裂伸长率、收缩率、层

间附着力、与EVA 粘结强度等性能指标有较高要求，新进入企业由于不具备丰富的胶粘剂配方经验、熟练的生产

工艺操作和领先的生产设备调试能力等技术储备，难以满足客户对产品的性能需求，从而缺乏市场竞争力。[22]

在下游太阳能电池组件竞争加剧及头部制造商技术持续创新迭代的双重影响下，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市场份

额趋于向头部制造商集中。[22]

太阳能电池背膜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22]

技术优势推动市场份额向头部制造商集中。

得益于技术积累和规模化生产优势，太阳能电池背膜头部制造商在产品技术的创新迭代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以中来股份为例，作为全球最早布局太阳能电池背膜并实现大规模量产的龙头企业，其产品矩阵目前已覆盖普通

背膜、透明背膜、陶瓷背膜、增强型背膜等多系列背膜产品，其中于2024年9月最新发布的增强型背膜不仅在耐

候性、透光性、可靠性、耐热斑性能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而且能满足组件轻量化的需求，契合行业发展趋

势，有助于巩固并提高其市场竞争优势。

行业竞争加剧将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由于前期扩产过快，太阳能电池组件产业呈现产能过剩和供需失衡的局面，行业竞争加剧导致组件产品价格下

降，传导至上游驱动太阳能电池背膜产品价格同步下调，进一步激化行业竞争。头部制造商凭借较强的上下游产

业链议价能力而处于行业优势地位，而技术和工艺相对落后的中小厂商将趋向被市场所淘汰。以头部制造商赛伍

技术为例，在行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其侧重于布局差异化创新型产品，加快推出创新型高毛利产品如透明背

板、透明网格背板、高阻水背板、黑色高反光在头部客户端的导入，2023年新产品合计出货量占背膜总出货量

的42%，实现毛利率15.78%，同比增加0.43%，保持市场领先地位。[22]

[2



上市公司速览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300393)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03212)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03806)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 97.4亿元 27.77 16.93 - 16.5亿元 -25.62 9.12

- 107.6亿元 1.39 16.68

[19] 1：https://mp.weixin.… 2：https://mp.weixin.… 3：全球光伏

[20] 1：file:///C:/Users/73… 2：赛伍技术招股说明书

[21] 1：https://mp.weixin.… 2：中来股份

[22] 1：file:///C:/Users/73… 2：赛伍技术2023年年度报告

[23] 1：https://quote.east… 2：https://quote.east… 3：https://quote.east… 4：https://quote.east…

5：https://quote.east… 6：https://quote.east… 7：https://quote.east… 8：https://quote.east…

9：https://xinsanban.… 10：https://quote.eas… 11：东方财富网

[24] 1：https://quote.east… 2：https://quote.east… 3：https://quote.east… 4：https://quote.east…

5：https://quote.east… 6：https://quote.east… 7：https://quote.east… 8：https://quote.east…

9：https://xinsanban.… 10：https://quote.eas… 11：东方财富网

[25] 1：https://quote.east… 2：https://quote.east… 3：https://quote.east… 4：https://quote.east…

5：https://quote.east… 6：https://quote.east… 7：https://quote.east… 8：https://quote.east…

9：https://xinsanban.… 10：https://quote.eas… 11：东方财富网



[26] 1：https://quote.east… 2：https://quote.east… 3：https://quote.east… 4：https://quote.east…

5：https://quote.east… 6：https://quote.east… 7：https://quote.east… 8：https://quote.east…

9：https://xinsanban.… 10：https://quote.eas… 11：东方财富网

1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603806】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186416.4585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杭州市 行业 其他制造业

法人 林建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49463090B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2003-05-12

品牌名称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A股

经营范围 太阳能电池胶膜、太阳能电池背板、感光干膜、挠性覆铜板、有机硅材料、热熔胶膜（热熔… 查看更多

企业分析

财务数据分析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Q1

0.83 0.89 0.92 0.82 0.78 0.69 0.74 0.84 0.8 -

11.7156 11.9178 11.8268 13.9437 21.3828 21.7901 10.943 30.6228 27.654 -

39.6899 18.567 16.0267 4.9034 32.6092 31.5921 53.1952 46.8164 19.6585 -

49.8042 30.966 -30.97 28.3779 27.3948 63.5219 40.354 -28.1341 17.205 -

155.7231 80.5207 74.5959 78.2915 78.215 86.0935 86.5005 75.0248 72.8126 -

7.5525 7.0792 6.849 5.6646 7.8286 8.2354 7.3666 4.568 5.2889 -

1.0347 0.734 0.6044 0.3245 0.8323 0.3539 -0.1551 0.0196 -0.014 -

32.8408 30.277 20.9166 19.6674 20.3645 28.3585 25.055 15.6188 14.6412 -

96.6307 97.4445 97.8658 98.3281 48.5134 44.9768 97.4811 58.2412 54.2822 -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竞争优势

公司以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扩大客户合作资源的同时，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深化、方案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强化等举

措，提升产品性能和品质，不断契合客户对产品性能、品质及应用需求，因此产品及服务得到客户广泛好评，形成了良好

的口碑和品牌形象，具备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公司光伏和电子材料产品在下游客户生产过程中的品质稳定性表现优异，具

6.752 3.7077 4.2584 3.7359 6.5373 5.6219 5.689 3.5919 4.3463 -

14.2339 16.4111 10.4501 12.3372 12.94 15.771 17.4197 9.3216 8.7976 -

-2.5203 -0.704 3.6919 14.4998 10.8815 39.6892 - - - -

78.7495 29.8172 94.8717 21.1346 68.1774 66.3726 - - - -

16.1 18.81 12.03 14.31 16.24 20.92 21.06 12.33 12.52 -

1.61 2.11 1.46 1.44 1.83 2.09 2.35 1.19 0.99 0.28

19.4219 21.4534 12.7636 15.5945 14.9736 18.6494 17.0925 8.3656 8.185 -

0.7329 0.765 0.8187 0.7911 0.8642 0.8457 1.0191 1.1143 1.0748 -

61.9406 38.1329 79.0699 230.7991 87.6051 67.1197 - - - -

3.7608 3.7607 3.7607 2.6617 2.6617 2.9393 4.0015 2.5725 1.5552 -

73.9596 59.8474 47.499 58.6539 59.8653 56.3654 63.9454 67.5118 61.8334 -

33.33亿 39.52亿 45.85亿 48.10亿 63.78亿 83.93亿 128.58亿 188.77亿 225.89亿 53.21亿

5.3437 6.7525 7.2082 6.5208 7.7871 6.9439 7.386 6.0761 5.1481 -

1.61 2.11 1.46 1.44 1.83 2.09 2.35 1.18 1 0.28

6.47亿 8.48亿 5.85亿 7.51亿 9.57亿 15.65亿 21.97亿 15.79亿 18.50亿 5.22亿

1.43 1.93 1.35 0.82 1.55 2.04 2.29 1.08 0.92 -

1.0347 0.734 0.6044 0.3245 0.8323 0.3539 -0.1551 0.0196 -0.014 -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营业总收入滚动

环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每股公积金(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备竞争优势和客户粘性。公司产品的技术改进及提升速度快，可以贴近客户的需求开发定制化的产品，未来将奔着高端的

产品加快开展技术研发，不断拓展公司产品序列。

2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603212】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40407.4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苏州市 行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法人 吴小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6770234824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成立时间 2008-11-04

品牌名称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A股

经营范围 高技术复合材料（特殊功能复合材料及制品）、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及装置的研发、生产和销… 查看更多

财务数据分析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Q1

0.51 0.7 0.67 0.65 0.64 0.71 0.67 0.83 0.81 -

53.7972 46.2903 41.3692 48.1224 41.6277 42.8623 53.0763 40.3286 39.3867 -

52.2078 37.0338 18.3574 6.8652 10.5867 2.2017 38.2473 36.3914 1.2227 -

91.9562 25.9934 8.0948 -14.2366 1.6757 2.0061 -12.3643 0.6783 -39.496 -

- - 118.7453 126.1697 134.1282 154.0371 162.1692 133.3949 139.9646 -

1.6517 1.9247 2.169 1.7939 2.0303 2.0618 2.2211 2.5184 1.9981 -

-0.25 0.82 0.23 0.24 0.43 0.0723 -0.4384 -0.1808 0.056 -

29.0595 26.7045 25.5498 20.0601 18.7516 17.9564 14.6254 13.0367 10.7385 -

99.2397 99.8202 98.9712 99.5465 99.739 83.7727 65.0678 74.2421 92.2044 -

1.4402 1.6673 1.8351 1.4974 1.7741 1.7214 1.8452 2.0634 1.6086 -

19.9016 17.6114 15.22 10.1059 8.7721 7.0398 4.2467 3.5118 2.0771 -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竞争优势

公司建立了完整的背板产品矩阵，包括KPF背板、无氟PPf背板、氟涂料FPf背板、透明背板（包括复合型透明背板、双面

涂料型透明背板）、透明网格背板、高阻水背板、黑色高反光背板等，并全部完成了客户导入工作。其中新型背板出货量

5,50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0%，占背板总出货量的42%。

3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300393】

- - - - 4.2532 26.9163 - - - -

- - - - 30.8935 49.0053 - - - -

40.47 34.99 27.87 18.95 16.01 11.75 8.63 6.47 3.44 -

- - 0.63 0.52 0.53 0.5 0.42 0.41 0.24 0.06

14.3804 13.2218 12.0004 9.6606 8.9207 8.8946 5.6466 4.148 2.4723 -

1.3839 1.332 1.2683 1.0461 0.9833 0.7915 0.7521 0.8466 0.8401 -

- - - - 33.9806 36.5986 - - - -

- - 1.1605 1.2287 1.2968 2.0447 2.2544 3.7049 3.6832 -

39.5974 40.5849 43.1877 51.103 46.9655 54.9308 67.8298 65.0853 66.6506 -

11.14亿 15.27亿 18.07亿 19.31亿 21.35亿 21.83亿 30.17亿 41.15亿 41.66亿 8.85亿

- - 0.3843 0.7122 1.1885 1.4565 1.7754 1.859 1.943 -

- - 0.63 0.52 0.53 0.5 0.43 0.41 0.24 0.06

1.60亿 2.02亿 2.18亿 1.87亿 1.90亿 1.94亿 1.70亿 1.71亿 1.04亿
2855.04

万

- - 0.64 0.51 0.51 0.46 0.41 0.38 0.2 -

-0.25 0.82 0.23 0.24 0.43 0.0723 -0.4384 -0.1808 0.056 -

营业总收入滚动

环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每股公积金(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108962.7358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苏州市 行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法人 曹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67253913XG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08-03-07

品牌名称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A股

经营范围 太阳能材料（塑料软膜）开发、生产、销售；太阳能材料销售；太阳能技术服务、咨询；从… 查看更多

财务数据分析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Q1

0.94 0.94 0.84 0.73 0.39 0.59 0.66 0.74 0.77 -

44.7383 71.2472 57.1873 57.2141 59.2714 54.3044 66.4968 72.763 69.434 -

54.2421 89.0522 133.6838 -16.9917 29.2017 46.2074 14.4464 64.5628 28.0122 -

-8.3282 53.3704 56.5547 -51.37 93.4128 -60.2563
-424.194

6
228.0911 31.1818 -

113.7081 94.4114 63.0373 93.882 72.2224 77.394 86.1371 91.484 96.1265 -

2.0328 1.8074 1.9688 1.5264 1.3269 0.8649 0.8925 1.0072 1.0169 -

0.8616 -0.8372 -2.9758 0.05 0.3081 -0.2317 0.3219 -1.0655 1.1433 -

32.2899 30.8531 23.6688 21.0074 26.8957 18.0998 11.5165 15.6277 15.3622 -

72.0276 47.8934 54.8588 60.5399 62.4394 83.3738 86.6756 85.1888 71.2011 -

1.6147 1.2825 1.5198 1.1458 1.0018 0.7172 0.6627 0.7476 0.8027 -

8.1183 6.5156 5.4166 2.1413 3.58 1.6033 -3.7744 3.2115 3.4861 -

30.6313 71.6876 -37.5897 41.6412 -27.1034 - - - - -

62.025 18.7426 -29.9406
-161.272

5

-115.954

6
- - - - -

13.78 18.51 23.74 4.91 9.05 2.82 -8.92 11.07 12.7 -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营业总收入滚动

环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法律声明

权利归属：头豹上关于页面内容的补充说明、描述，以及其中包含的头豹标识、版面设计、排版方式、文本、图片、图形
等，相关知识产权归头豹所有，均受著作权法、商标法及其它法律保护。

尊重原创：头豹上发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页面中呈现的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著作权均归发布者所有。头豹
有权但无义务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有权根据相关证据结合法律法规对侵权信息进行处理。头豹不对发布者发布内

竞争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在产业制造端始终坚持“技术为本”的理念，回顾发展历程，2008年公司率先研发并规模化推出双面涂覆

型背板产品，2016年率先在光伏行业内开展n型电池产线的投建及量产工作，同年摸索式开展分布式户用光伏业务。现阶

段，双面涂覆型背板、n型高效电池、分布式光伏业务均已成为了光伏行业中的主流。公司始终坚定结合行业发展趋势持

续推进企业前瞻性的布局规划，深刻把握当前光伏技术发展大方向，坚持自主研发创新，突出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提升

研发创新投入效能，同时通过与国内外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长期合作，扎实做好前沿技术储备。

0.9 0.92 1.44 0.53 0.69 0.13 -0.29 0.37 0.48 -0.16

14.6729 11.8972 8.0705 4.8504 7.5124 2.8868 -7.0875 4.8864 4.8488 -

0.5533 0.5477 0.6712 0.4415 0.4765 0.5554 0.5325 0.6572 0.719 -

55.3069 -4.8684 -6.2612
-119.169

9
-86.3999 - - - - -

2.8092 2.2152 7.1696 7.1802 4.3446 2.7264 1.6987 1.7842 1.8344 -

92.5402 85.3384 64.2043 92.4357 90.893 65.7162 89.2282 110.7965 96.1744 -

7.34亿 13.88亿 32.43亿 26.92亿 34.78亿 50.85亿 58.20亿 95.77亿 122.59亿 12.88亿

2.7927 2.0786 2.4253 2.4227 1.9768 0.842 0.2967 0.6467 1.08 -

0.9 0.92 1.43 0.53 0.69 0.13 -0.29 0.37 0.48 -0.16

1.08亿 1.65亿 2.59亿 1.26亿 2.43亿
9665.84

万

-313361

310.51
4.01亿 5.27亿

-172475

621.34

0.88 0.94 1.24 0.29 0.5357 - - - - -

0.8616 -0.8372 -2.9758 0.05 0.3081 -0.2317 0.3219 -1.0655 1.1433 -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每股公积金(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保证，并且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果权利人认为头豹平台上发布者发布的内容
侵犯自身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可依法向头豹（联系邮箱：support@leadleo.com）发出书面说明，并应提供具有
证明效力的证据材料。头豹在书面审核相关材料后，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删除相关内容，
并依法保留相关数据。

内容使用：未经发布方及头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复制、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
编、汇编上述内容，或用于任何商业目的。任何第三方如需转载、引用或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本页面上的任何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可根据页面相关的指引进行授权操作；或联系头豹取得相应授权，联系邮箱：
support@leadleo.com。

合作维权：头豹已获得发布方的授权，如果任何第三方侵犯了发布方相关的权利，发布方或将授权头豹或其指定的代理人
代表头豹自身或发布方对该第三方提出警告、投诉、发起诉讼、进行上诉，或谈判和解，或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参与共同
维权。

完整性：以上声明和本页内容以及本平台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视频、数据）构成不可分割的部
分，在未详细阅读并认可本声明所有条款的前提下，请勿对本页面以及头豹所有内容做任何形式的浏览、点击、引用或下
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