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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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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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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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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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6元（含税），拟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4股。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转增）总额。 

本次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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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隆基股份 60101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晓东 王皓 

办公地址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尚苑路8369号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尚苑路8369号 

电话 029-81566863、029-86519912 029-81566863、029-86519912 

电子信箱 longi-board@longi.com longi-board@long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处的光伏行业属于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之一的新能源产业。自本世纪初以来，在世界各

国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驱动下，光伏发电成本快速下降，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规模持续扩大，

随着光伏平价上网的到来，行业步入爆发性增长阶段。虽然受全球经济危机、贸易摩擦以及政策

调整等因素影响，行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一些波动，但在全球气候变暖及化石能源日

益枯竭的大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正逐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截至 2021年 11 月，全球已经有 177 个国家宣布或

正在考虑加入净零排放承诺行列，显示出世界各国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决心。历年来，全球新

增装机规模不断创造历史新高，应用场景持续拓展，行业发展日趋成熟，2007-2021 年全球新增

光伏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33.64%，整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C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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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全球光伏行业面临复杂的经营状况和国际贸易环境，产业链价格波动明显。根据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2021年全球虽然受到部分原材料出现阶段性紧缺、大宗商品涨价和物流

成本快速上升的不利影响，但光伏新增装机规模仍保持持续增长势头，同比增长 31%，或将达到

创记录的 170GW。截至 2021 年底全球累计光伏装机规模或将达到 926GW，光伏发电已成为全球增

长速度最快的可再生能源品种。 

2021 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 54.88GW，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量的 31.17%，同比增长 13.9%。

在光伏新增装机总量中，分布式新增装机量约 29.28GW（其中户用光伏新增装机量约 21.6GW），占

当年我国新增光伏装机量约 53.4%，历史上首次突破 50%。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稳步增长，全国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2.48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29.8%，其中光伏发电 3,259亿千瓦时，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3.9%，同比增长 25.1%。截至 2021 年末，我国累计光伏发电装机 306GW，占全

国总发电装机容量的 12.9%，当年新增和累计光伏装机容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发展规模持续领

跑全球。 

2.1 主营业务 

公司致力于推动低碳化能源变革，长期专注于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效单晶太阳能发电产品及其

解决方案，主要从事单晶硅棒、硅片、电池和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现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

的单晶硅片和组件制造企业。此外，公司积极布局和培育新业务，为光伏集中式地面电站和分布

式屋顶（含 BIPV）开发提供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

司，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大型绿氢装备与方案提供商，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绿氢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主营产品单晶硅棒、硅片生产基地主要集中于陕西（西安）、宁夏（银川、中宁）、云

南（丽江、保山、曲靖、楚雄、腾冲）和马来西亚（古晋）；单晶电池生产基地主要集中于陕西（西

安）、宁夏（银川）、江苏（泰州）、马来西亚（古晋）和越南（北江）；组件生产基地主要集中于

安徽（滁州）、浙江（衢州和嘉兴）、江苏（泰州）、陕西（西安和咸阳）、山西（大同）和越南（北

江）；光伏制氢目前布局在江苏（无锡），公司在国内外多地开展光伏电站开发和提供系统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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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上图中红色框内的为公司在产业链中所从事的业务范围 

2.2 主要产品及用途 

主要产品 外观 释义 

单晶硅棒 

 

由多晶硅原料通过直拉法

（CZ）、区熔法（FZ）生长成

的棒状的硅单晶体，晶体形

态为单晶 

单晶硅片 

 

由单晶硅棒切割形成的方片

或八角形片 

单晶电池片 

 

利用光电转换原理使太阳的

辐射光能通过半导体物质转

变为电能的一种器件，又称

为“光伏电池” 

单晶组件 

 

由若干个太阳能电池通过串

并联的方式封装而成，可以

单独使用，也可以串联或并

联使用，作为离网或并网太

阳能供电系统的发电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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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

比上

年 

增减

(%) 

2019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7,734,879,281.67 87,634,828,684.09 87,634,828,684.09 11.53 59,303,973,110.53 59,303,973,110.5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7,447,747,319.69 35,105,765,416.77 35,105,765,416.77 35.16 27,628,794,072.78 27,628,794,072.78 

营业收入 80,932,251,148.68 54,583,183,588.46 54,583,183,588.46 48.27 32,897,455,384.24 32,897,455,384.2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085,880,513.30 8,552,369,160.81 8,552,369,160.81 6.24 5,279,552,073.55 5,279,552,073.5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826,052,124.98 8,143,088,215.37 8,143,088,215.37 8.39 5,093,620,143.93 5,093,620,14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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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322,606,645.15 11,014,879,428.05 11,014,879,428.05 11.87 8,158,241,026.53 8,158,241,026.5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1.45 27.23 27.23 

减少

5.78

个百

分点 

23.93 23.9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69 1.62 2.27 4.32 1.05 1.4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69 1.61 2.26 4.97 1.05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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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54,205,451.51 19,244,201,964.60 21,107,428,727.53 24,726,415,00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502,196,754.00 2,490,858,880.33 2,562,996,899.95 1,529,827,97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420,523,311.52 2,484,218,754.38 2,494,572,316.83 1,426,737,742.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14,854,027.28 2,462,300,950.93 3,830,841,619.47 7,644,318,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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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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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3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43,783 

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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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李振国 217,799,627 762,298,695 14.08 0 质押 102,800,000 
境内自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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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8,068,911 642,623,948 11.87 0 无 0 
境外法

人 

HHLR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价

值基金（交易所） 
316,828,588 316,828,588 5.85 0 无 0 

境外法

人 

李喜燕 77,667,114 271,834,900 5.02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58,554,065 204,939,227 3.79 0 无 0 
国有法

人 

陈发树 42,170,089 122,170,129 2.2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李春安 -193,623,714 114,388,470 2.1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钟宝申 25,673,140 89,855,990 1.6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7,131,762 64,461,627 1.19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6,594,352 36,594,352 0.68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振国先生、李喜燕女士、李春安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

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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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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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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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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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光伏行业面临着较为复杂和多变的经营环境，公司经营面临原材料短缺和物流不畅

且价格暴涨、美国 WRO 事件及海外疫情管控等多重挑战。报告期内，由于光伏产业链制造环节发

展不均衡，主要原材料出现阶段性紧缺，再叠加铝、铜等大宗商品涨价，行业开工率有所下降，

产业链利润向上游转移，原材料供给不足制约着终端需求。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地面光伏系统的初始全投资成本为 4.15 元/W 左右，较 2020 年上涨 0.16 元/W，涨幅为 4%，

其中组件约占投资成本的 46%，占比较 2020年上升约 7个百分点。此外，报告期内，受疫情因素

影响，全球供应链和物流运输依然呈现出港口拥堵、集装箱短缺、内陆运输迟滞等困难局面，2021

年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CCFI）均值为 2615.54 点，同比增长 165.69%。但从中长期来

看，在全球碳中和趋势下，随着上游多晶硅料产能的加快释放和全球运力的提升，光伏行业的度

电成本将继续降低，下游装机需求将得到快速提升。 

报告期内，为应对市场的变化，公司继续秉承“产品领先，高效运营，唯实协作，稳健经营”

的经营方针，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出发点，继续加大创新投入，推出多款创新性新品，优化业务

布局，加强在主要市场的营销能力和渠道网络建设；集中资源，有效组织生产，确保订单交付；

积极应对贸易风险和 IP专利诉讼，加快组织变革和能力建设，推进产品线变革和产能建设，严控

因市场变化出现不可控的经营风险。2021年，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87,272.78 万元，及时

出清不适应行业发展趋势的资产，保持公司设备设施类资产的质量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09.32 亿元，同比增长 48.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86 亿

元，同比增长 6.24%，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26 亿元，同比

增长 8.39%；综合毛利率 20.19%，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21.45%；此外，报告期内，公司继续

保持稳健经营，合理控制资产负债结构，资产负债率为 51.31%，较 2020年末下降 8.07个百分点。

具体完成工作如下： 

（一）以客户价值为中心，深化组织变革和营销体系建设，实现高质量增长 

2021年，在产业链价格波动和硅片尺寸、组件规格多样化的市场环境下，公司坚持以客户为

中心的理念，专注于为客户创造核心价值，让客户更简单；在行业内首创提出产品“全生命周期”

标准，以高质量、高可靠的理念引导行业向健康方向发展；积极探索基于各类场景的产品与客户

解决方案，打造差异化品牌；持续提高全球化营销体系运营能力，深化流程与组织变革，初步实

现了营销由销售型组织向经营型组织的转变，通过赋能赋权持续提升营销组织的活力。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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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单晶硅片出货量 70.01GW，其中对外销售 33.92GW，自用 36.09GW；实现单晶组件出货量

38.52GW，其中对外销售 37.24GW，同比增长 55.45%，自用 1.28GW。报告期内，公司组件销量、

市场占有率、品牌影响力均位列全球首位，在销售区域上，在亚太、欧洲、中东非等国家和区域

的市占率已实现领跑，公司组件销量已实现从 2020 年的全球总量领先到 2021 年在全球主要细分

市场的全面领先，市场头部地位进一步夯实。 

（二）持续贯彻产品领先战略，蓄势打造差异化产品，构建长期竞争优势 

2021年，公司秉承产品领先战略，坚持以客户价值为核心，以降本增效为牵引，持续保持高

强度的研发投入，在巩固原有技术领先的基础上，蓄势打造差异化产品，构建长期竞争优势。报

告期末，公司累计获得各类已授权专利 1,387项，全年研发投入 43.94亿元，占营业收入 5.43%。

公司在聚焦核心技术与产品自主研发的同时，同步开展技术孵化及创新合作，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建立起了技术、产品、材料、设备等各维度的研发优势。 

拉晶切片方面，公司凭借在该领域深耕多年的经验和精细化管理积累，目前在单晶拉速提升

与断线控制、切片细线化与薄片化切割、装备智能化等核心技术方面持续突破，降本增效和品质

管控成果显著并加速导入生产，硅片客户满意度和盈利能力继续保持行业领先。电池组件方面，

公司搭建起开放性创新平台，报告期内公司公布的 N 型 TOPCon 电池、HJT 电池和 P 型 TOPCon 电

池转换效率不断刷新行业纪录，其中 N型 TOPCon电池和 HJT电池效率纪录被收录在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大学教授马丁.格林撰写的第 58 版《太阳能电池效率表》。公司自主研发了新型高效电池

技术，形成独创的电池技术路线并突破关键技术工艺。同时公司积极贯彻“不领先、不扩产”的

经营策略，加速新型电池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和产能建设，预计将在 2022年第三季度开始投产。2021

年，公司发布基于 182 硅片的系列组件产品，采用了无隐裂智能焊接技术，为客户带来高效率、

低成本、高可靠性的优质产品。此外，公司从客户价值角度出发，研究分析了组件可靠性影响因

素，基于光伏产品使用周期超过 25年且长时间暴露在不同环境下的户外产品属性，建立了系统的

组件可靠性评估体系，完成了超大尺寸组件风险评估，联合并推动行业内部分企业共同倡议 M10

硅片及组件的标准化，发布了 182组件产品白皮书，在业界首创并公布了“隆基生命周期标准”，

积极推动产品的标准化和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树立了产品方案“稳健可靠、科技引领”的典范。 

（三）加大产线改造和先进产能建设，提升精益管理水平，合理调节运营节奏，适应市场变

化 

报告期内，受多晶硅料等原材料出现阶段性短缺和下游需求波动的影响，公司最大限度的协

调和保障项目供应链资源，在保障客户订单交付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了产能开工率和扩产进度，

积极推进柔性生产，同时加快产能升级和智能制造，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和精益管理水平，降低运

营成本。2021 年，拉晶切片方面，曲靖年产 10GW 单晶硅棒和硅片项目已达产，楚雄（三期）年

产 20GW单晶硅片项目已部分投产；电池组件方面，江苏隆基、滁州二期等基地产线升级实施完毕，

西咸乐叶年产 15GW单晶电池项目正在建设中；海外基地工艺水平进步显著，疫情情况下保持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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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稳定经营。截至 2021 年底，公司单晶硅片产能达到 105GW,单晶电池产能达到 37GW，单晶组

件产能达到 60GW。2021年存货周转天数较 2020年减少了 6.8天。 

（四）数字化赋能管理效率，全方位提升组织管理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以经营效益为导向，数字化赋能提升管理效率，全方位提高组织管理能力。

制订并发布公司数字化规划蓝图，从流程建设、数据治理和 IT系统建设三方面系统推进数字化转

型工作，对整体组织架构进行了系统梳理优化，初步完成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流程化组织建设。

针对近年来波动的供应链环境，公司继续强化供应链战略管理能力，增强与战略供应商的协同，

加大关键物料和物流安全保障力度，在海外业务快速增长和海运费用大幅上涨的背景下，公司积

极调整和应对，加强与主要船东的战略合作，为今后提供可靠保障和降低成本奠定基础。推动管

理创新及供应商协同创新；加强人才梯队和任职资格体系建设，加快国际化人才队伍搭建，激发

组织活力，保障供应链能力匹配经营目标；提升市场洞察与研究能力，在动态中把控经营方向，

助力经营管理稳步推进。 

（五）基于未来碳中和应用场景的多元化需求，积极培育和推动 BIPV和氢能发展战略落地 

为不断拓展光伏下游的应用场景，公司积极培育和推动 BIPV和氢能等新业务发展。报告期内，

公司制定 BIPV 产品开发及方案标准化，并建立起配套产能。2021 年 3 月，公司通过协议受让股

权的方式参股森特股份 24.28%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旨在依托双方产业和市场优势，在 BIPV

产品研发、市场开发、应用场景探索等方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2022年 3月，公司全资子公司

隆基绿建与森特股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下属子公司隆基工程 100%股权出售给森特股份。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与森特股份在金属围护领域新承接的建筑光伏一体化项目，将由森特股份

承接、实施和交付，公司将专注于 BIPV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彼此互为该领域的唯一合作伙

伴。通过上述的业务整合和优化，双方将为今后共同拓展光伏建筑一体化市场建立起良好的合作

模式和能力保障。此外，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领

先的大型绿氢装备与方案提供商，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绿氢解决方案。氢能业务团队完成搭

建，业务规划定位基本清晰，实现首台 1000Nm³/h 碱性水电解槽成功下线，截至 2021年末，公司

已初步具备了订单获取能力和 500MW生产交付能力，市场拓展与品牌营销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六）积极践行“双碳”目标，助力全球气候治理 

公司不断努力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经济的绿色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并始终将绿色低碳

作为公司发展的理念。报告期内，公司联合 150 余家供应商发起《绿色供应链减碳倡议》，积极

地推动光伏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持续降低光伏产品的碳足迹，根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发

布的第八期绿色供应链 CITI指数和企业气候行动 CATI指数，公司得分均位居光伏行业首位。2021

年，公司宣布打造云南保山为首个“零碳工厂”，通过了国家工信部绿色制造体系认定，成为同

时荣获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三项荣誉的光伏企业。

在第 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之际，公司发布了首份气候行动白皮书，首次

完成了全价值链温室气体排放盘查，在云南的 5 个工厂 2020 年实现了 100%使用可再生电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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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隆基股份科学碳目标（SBTi），即以 2020年为基准，公司 2030年运营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

放下降 60%，并在 2030 年采购的每吨硅料、每瓦电池片和每吨玻璃的碳排放强度相比 2020 年下

降 20%，全面展示了践行“双碳”目标的显著成果以及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和信心，引

领行业气候行动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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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