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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安徽省交通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2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3】3292 号， 以下简称“《问询
函》”）。

公司及相关各方就《问询函》中所涉及事项逐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分析和研究，并对《问
询函》中的有关问题向上交所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对照《问询函》的要求对《安徽省交通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其摘要进行
了修订和补充披露，并以楷体加粗标明。 现将回复内容披露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均与《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中相同。 除特别说明外，若
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关于行业风险
问题一、预案披露，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光伏电池及组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为电

池片及光伏组件，主要面向北美为主的海外市场。 第三方咨询机构 InfoLink� Consulting 评估显
示，2023 年全球光伏装机需求乐观预计为 398GW， 而 2023 年底预计各环节总产能将超过
800GW，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 请公司结合标的公司主要产品构成、市场空间、未来增长
率、现有产能、下游需求，以及标的公司行业地位、近期行业波动等，分析标的公司相关产品及
所处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情况，相关产品后续是否能顺利实现销售，以及是否可能出现价格
大幅下滑的问题，并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一、标的公司主要产品及所处行业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主要产品构成及现有产能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3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组件 100,024.42 82.61% 234,970.38 82.68% 61,020.67 68.03%

电池片 21,054.35 17.39% 49,172.90 17.30% 20,769.09 23.15%

其他产品 4.13 0.00% 43.33 0.02% 7,908.06 8.82%

合计 121,082.90 100.00% 284,186.61 100.00% 89,697.82 100.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光伏组件和光伏电池；其中，光伏组件的销售量分别为

284MW、839MW 和 372MW，光伏电池的销售量分别为 187MW、382MW 和 151MW。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标的公司在越南和柬埔寨合计拥有约 1.6GW 光伏电池产能。 上述生产基地生产
制造的光伏电池产品，大部分通过 OEM 加工成光伏组件并销往以美国为主的海外市场，小部
分则直接销售予海外光伏组件企业。

（二）标的公司目标市场情况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光伏电池及组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为电池片及光伏组件，

报告期内主要面向美国为主的海外市场， 标的公司 2022 年度光伏组件产品最终销往美国市场
的占比超过 95%以上，美国是标的公司重要的目标市场。

1、全球及美国的光伏装机情况
中国、欧盟和美国是全球前三大的光伏市场，美国也是除中国之外全球第二大的光伏装机

国家，2022 年美国新增光伏装机 20.2GW，占全球新增装机的 8.78%。

排名
2022年度新增光伏装机量排行 累计光伏装机量排名

国家 /地区 装机量(GW) 国家 /地区 装机量(GW)

1 中国 87.41 中国 414.5

2 欧盟 38.7 欧盟 209.3

3 美国 20.2 美国 141.6

4 印度 13.96 日本 84.9

5 巴西 9.9 印度 79.1

6 德国 7.5 德国 67.2

7 西班牙 6.2 澳大利亚 30

8 波兰 4.9 西班牙 26.6

9 日本 4.6 意大利 25

10 澳大利亚 3.9 韩国 24.8

11 荷兰 3.9 巴西 23.6

数据来源：IEA、SEIA 和国家能源局、JK� Research 和 IRENA 等
2、美国市场的下游需求、市场空间以及未来增长率
在零排放长期战略和 IRA 法案的刺激下， 美国光伏市场将迎来持续增长态势。 根据

Bloomberg� NEF 预测，美国 2030 年的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将达到 60GW，相较于 2022 年新增装机
规模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2.19%。

据 Wood� Mackenzie 统计，截至 2022 年末，美国本土的光伏组件产能约为 10.6GW，与下游
需求之间仍存在较大的缺口。 因此，美国的光伏组件主要依靠海外进口，并以东南亚市场为主，
2021 年美国光伏组件主要进口国家包括：马来西亚（7.4GW，占比 29%）、越南（7.5GW，占比
29%）、泰国（6.4GW，占比 25%）、韩国（1.8GW，占比 7%）、柬埔寨（0.8GW，占比 3%）。

数据来源：Bloomberg� NEF，All� country� PV� build� scenarios, � 3Q� 2023。
（三）标的公司行业地位
1、标的公司的产能排名
根据 InfoLink 的数据披露，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东南亚地区光伏电池产能合计约

59.8GW，光伏组件产能合计约 90.6GW，组件产能显著高于电池产能，在东南亚市场存在较大
的电池采购需求。 东南亚地区主要企业的电池产能情况统计如下：

排名 公司名称 产能 GW 生产基地

1 隆基绿能 8.5 马来西亚、越南

2 晶科能源 7 马来西亚

3 润阳光伏 5 泰国

4 晶澳科技 4 越南

5 天合光能 4 越南、泰国

6 阿特斯 3.4 泰国

7 东方日升 3 马来西亚

8 韩华 2.5 马来西亚

9 ET�Solar 1.6 越南、柬埔寨

10 正泰新能源 1.5 泰国

数据来源：InfoLink
根据公开数据披露，标的公司电池产能在东南亚地区位列前十。
2、标的公司的销售排名
2022 年度，标的公司在美国市场的组件出货量约为 815MW，当年美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

为 20.2GW，标的公司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约为 4%。
3、标的公司的品牌排名
自 2012 年起， 标的公司旗下品牌 ET� Solar/� EliTe� Solar 连续十二年位列彭博新能源财经

“全球一线组件制造商(BNEF� Tier� 1)”；2021-2023 年，其核心产品连续三年荣获全球权威独立
光伏组件性能测试实验室 PVEL 认证的“全球最佳表现”组件制造商；2022 年荣获全球权威调
研机构 EUPD� Research 认证的“美国地区顶级光伏品牌”。 同时，标的公司在 2022 年全球组件
企业可融资性排名中，从 36 名跃升至 17 名。

（四）近期行业波动情况
2021 年至 2022 年，光伏行业受到上游多晶硅产能供不应求的影响，多晶硅价格整体呈现大

幅上升趋势，组件价格也随之受到较大影响，进而影响了 2021 年和 2022 年光伏电站的装机节
奏和光伏行业的毛利率分布。

图：多晶硅和光伏组件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
随着多晶硅产能的逐步释放，多晶硅价格已由 2022 年最高约 38.3 美元 /KG 降至约 9.3 美

元 /KG，组件价格也由最高约 0.22 美元 /W 降至约 0.13 美元 /W，各环节毛利率恢复到行业正
常水平。

二、标的公司相关产品及所处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情况，相关产品后续是否能顺利实现
销售，以及是否可能出现价格大幅下滑的问题

（一）标的公司相关产品及所处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情况
经过 20 余年的产业化发展，光伏制造环节已经形成充足的产能，并支撑其下游应用超过其

他能源成为全球新增装机容量最大的能源。第三方咨询机构 InfoLink� Consulting 评估显示，2023
年全球光伏装机需求乐观预计为 398GW，而 2023 年底预计各环节总产能将超过 800GW，上述
产能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地区。 从下游光伏电站新增装机规模和上游制造产能的绝对值来看，
光伏制造环节整体产能处于过剩状态，但是从产能的先进性和产能的全球分布来看，仍存在结
构性紧缺和不平衡的情况。

数据来源：RENA
一方面， 光伏之所以能够从各种新能源品种中脱颖而出， 与其持续降低的度电成本

（LCOE）有关，而度电成本下降则取决于光伏制造技术和工艺的持续迭代。过去十年，主流光伏
晶硅技术由多晶发展到单晶并叠加了各种类型的新工艺， 新的技术发展和工艺叠加带来新的
产能，而老旧产能将逐渐被市场淘汰，随着未来落后产能逐步出清，光伏制造环节整体产能过
剩的状态亦将有所缓解。 此外，光伏能源已奠定了在主流新能源的行业地位，碳中和战略将推
动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持续增长，对光伏电池及组件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这成为了光伏企业
敢于应用新技术、扩大新产能的“底气”。

其次，中国作为全球光伏产能的集聚地，拥有全球最大最全的光伏产业链，为全球各国和
地区输送光伏产品。 由于美国等地区贸易保护政策， 限制了中国光伏产品对该市场的直接出
口，但受制于美国本土的光伏产能无法满足其光伏装机量的需求，美国光伏产品仍主要依赖进

口，东南亚地区是美国光伏产品的最大输出地区。 标的公司所处美国市场目前尚未达到产能过
剩的阶段。 同时，美国对于进口光伏组件产品存在严格的供应链标准，使得源自国内的硅料、硅
片、电池以及主要的原辅材料都受到影响。根据 InfoLink 的数据披露，截至 2022 年末，东南亚地
区光伏硅片产能仅有 12GW，光伏电池产能约 59.8GW，光伏组件产能合计约 90.6GW。 标的公
司在东南亚地区的电池产能以及建设中的硅片产能具有一定稀缺性。

再次，标的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策略，根据美国市场的可获得订单情况决策上游电池产能
的投资扩产，并根据上下游市场和贸易政策配置硅片产能，保障标的公司产品能够顺利进入美
国市场。 差异化的竞争布局也使得标的公司规避了行业产能过剩的风险。

（二）相关产品后续是否能顺利实现销售
根据美国市场的下游需求、贸易政策以及标的公司自身定位来看，标的公司的产品后续能

够在美国市场顺利实现销售。
其一，美国是全球前三大的光伏装机市场。 根据彭博社预测，2023 年美国光伏新增装机容

量约 38GW；在碳中和战略和 IRA 法案的刺激之下，未来美国市场的年新增装机量乐观预测在
60-70GW 之间，存在较大幅度的增长预期。

其二，标的公司旗下品牌 ET� Solar/� EliTe� Solar 连续十二年位列彭博新能源财经“全球一
线 组 件 制 造 商 (BNEF� Tier� 1)”， 并 获 得 IEC61215/IEC61730、UL61215/UL61730 以 及
CE/TUV/ETL/JET/CGC/BIS/VDE 等全球产品认证， 其核心产品在 2021-2023 年连续三年荣获
全球权威独立光伏组件性能测试实验室 PVEL 认证的“全球最佳表现”组件制造商。 因此，标的
公司在美国市场具备一定的品牌和产品基础。

其三，标的公司品牌 ET� Solar/� EliTe� Solar 从 2007 年进入美国市场，在全美地区累计签约
客户超过 100 家，包含地面电站开发商、投资商、EPC 安装商等各环节公司，积累了多年的项目
成功案例。 2022 年，ET� Solar/EliTe� Solar 荣获全球权威调研机构 EUPD� Research 认证的“美国
地区顶级光伏品牌”。 根据彭博社公布的最新的全球组件可融资性榜单，ET� Solar/� EliTe� Solar
从 36 名跃升至 17 名。 因此，标的公司在美国市场拥有充足的客户基础。

其四，美国市场存在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对各企业的海外供应链有着严格的要求。 为了
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标的公司于 2020 年在东南亚地区建设光伏电池产能，并于 2023 年
四季度开始建设硅片产能；同时，标的公司在海外储备了较多的辅材采购渠道，并已经开始展
开合作，可以满足反规避调查中 6 种材料（银浆、铝框、玻璃、背板、胶膜、接线盒）之中中国制造
占比不超过 2 种的产品的要求。

与此同时， 标的公司在手订单储备充足， 截至 2023 年 8 月末已签署的在手订单量约为
2,053MW。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已经为未来美国市场销售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其产品能够实现顺利销
售。

（三）是否可能出现价格大幅下滑的问题
光伏组件成本是光伏发电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光伏组件成本下降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得益于此，光伏电站安装成本持续下降，促使光伏发电成为了全球主流的新能源。 中短期来
看，光伏组件价格受到市场供需、原材料价格、运输成本、贸易关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例如，由
于 2021-2022 年光伏多晶硅的供不应求， 全球市场的光伏组件平均价格由 0.17 美元 /W 上涨
至 0.22 美元 /W；现阶段，由于光伏多晶硅供给充足，加之光伏辅材成本下降、光电转换效率提
升以及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市场光伏组件平均价格下跌至 0.13 美元 /W。

但由于美国市场本土产能不足，并且存在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美国光伏市场相对封闭，
且与主流市场存在明显的价格差异。 从历史情况来看， 美国主流光伏组件价格由 2020 年 3 月
的 0.41 美元 /W 降低至现阶段的 0.36 美元 /W， 符合行业发展的长期趋势， 但相较于全球市
场，美国市场由于 ITC 等补贴政策的存在，美国光伏组件出货平均价格始终保持 0.32 美元 /W
以上的较高价格。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美国是标的公司核心的下游销售市场，其销售价格预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情况，具体分析

如下：
首先，标的公司光伏组件产品在美国下游应用以大型地面电站为主，此类电站由于投资规

模较大，其对组件供应商的选择较为慎重，需要通过项目投资人、银行以及税务投资人、第三方
认证机构的层层把关， 其中投资人和银行更注重供应商以及产品的可靠性以及交付能力。 同
时，大型地面电站的审批周期较长，且一般是先取得银行的融资贷款再启动建设，为了满足银
行贷款审批要求，项目投资人或者电站 EPC 方都需要提早确定项目的光伏组件采购渠道，这就
推动了美国大型地面电站的光伏组件采购由现货市场转变为期货市场， 因此短期的原材料价
格波动或者价格竞争不会直接导致组件价格大幅下滑。 从标的公司已经签署的订单情况来看，
于 2025 年交付产品的订单价格相较于报告期亦没有出现大幅下滑的情况。 报告期内， 标的公
司光伏组件的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为 0.31 美元 /W、0.39 美元 /W、0.40 美元 /W， 呈现一定的上
升趋势，略高于美国市场光伏组件出货平均价格。

另外，美国存在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和进口限制。 因此，各家企业需要布局海外供应链，包
括硅料、硅片以及电池组件的主要原辅材料。 一方面海外供应链完善需要一定的周期，另一方
面海外供应链成本相对较高，都对美国光伏组件价格有一定的支撑。 在上述方面，标的公司均
具有先发优势，可以拉开标的公司与中后段厂家的价格差距。

此外，标的公司也可通过竞争策略、供应链管理、生产提升、技术迭代等多种方式降低产品
成本，从而抵消组件价格下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补充风险提示
上市公司已于《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之“二、与标的公司相关的风险”之“（八）光伏行业存在产
能过剩的风险”、“（九）产品销售受到影响的风险”以及“（十）产品价格出现下滑的风险”和“第
八节 风险因素”之“二、与标的公司相关的风险”之“（八）光伏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
“（九）产品销售受到影响的风险”以及“（十）产品价格出现下滑的风险”中均进行了补充风险提
示。 具体如下：

“（八）光伏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
全球光伏行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行业内企业充分竞争，随着光伏行业各环节主要企业持

续扩张产能， 导致市场新增产能大幅增加， 抑或是下游应用市场增速阶段性低于产能扩张速
度，将进一步加剧竞争，导致市场供过于求。 根据第三方咨询机构 InfoLink� Consulting 评估显
示，2023 年全球光伏装机需求乐观预计为 398GW， 而 2023 年底预计各环节总产能将超过
800GW。 此外，上下游扩产周期不同亦将可能造成产能的错配，因此光伏行业面临阶段性产能
过剩的风险。 但从产能的先进性和产能的全球分布来看，仍存在区域结构性紧缺和不平衡的情
况。

（九）产品销售受到影响的风险
标的公司旗下品牌 ET� Solar/� EliTe� Solar 在美国拥有良好的品牌基础， 经过多年的深耕，

积累了较好的客户基础，且在手订单较为充足，整体销售呈持续向好态势，但不排除未来受到
国际政治关系、国际市场环境、税收环境、监管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以及可能面临国际关系
变化及相关国家非理性竞争策略等不确定风险因素的影响， 则标的公司将面临影响产品销售
的风险。

（十）产品价格出现下滑的风险
近年来，在国内外广阔光伏市场空间的吸引下，越来越多企业涌入光伏行业，市场竞争日

趋激烈，随着硅片、电池片及光伏组件的技术持续优化进步，原材料价格下降以及各环节的制
造成本不断降低，同时全球范围内各国陆续推进光伏平价上网政策，驱使光伏行业生产制造成
本及销售价格总体呈现下降态势。 未来，随着光伏行业技术的持续发展迭代，光伏行业各环节
的产品价格仍存在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标的公司面临产品价格出现下滑的风险。 ”

二、关于标的公司
问题二、预案披露，标的公司主营光伏业务，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订单生产模式，并主要聚

焦北美地区销售，以 DDP 模式为主开展销售交付工作。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一季度，标的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8.97 亿元、28.42 亿元、12.11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7634.88 万元、2.04
亿元、1.64 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最近两年又一期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情况，包括客户名
称、销售产品、销售金额等；（2）结合标的公司经营与采购模式、在手订单、客户构成、行业地位
等， 区分业务板块说明标的公司业绩自 2022 年以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并结合主
要客户变动情况，说明标的公司与相关客户的合作是否具有稳定性与可持续性；（3）结合美国
对东南亚光伏产品 24 个月免征反规避关税的缓冲期政策及标的公司的 DDP 销售模式， 说明
标的公司未来销售产品是否可能面临关税税率上升风险， 是否可能影响相关客户的采购意愿
及标的公司未来业绩，并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一、补充披露最近两年又一期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情况，包括客户名称、销售产品、销售金

额等
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一季度，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3年一季度

序号 客户名称 是否为关
联方

主要销售产
品 销售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重

1 Elawan�Energy�S.L. 否 组件 36,842 30.43%

2 rPlus�Energies,�LLC 否 组件 33,005 27.26%

3 Horus�Louisiana�1,�LLC 否 组件 18,860 15.58%

4 BOVIET�SOLAR�TECHNOLOGY�CO.,�LTD 否 电池片 18,301 15.11%

5 Goldman� Sachs�Renewable� Power� Operating� Company�
LLC 否 组件 8,825 7.29%

合计 115,834 95.67%

2022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是否为关
联方

主要销售产
品 销售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重

1 Grizzly�Ridge�Solar,�LLC 否 组件 37,897 13.34%

2 Goldman� Sachs�Renewable� Power� Operating� Company�
LLC 否 组件 37,545 13.21%

3 Longbow�Solar,�LLC 否 组件 29,301 10.31%

4 Swinerton�Renewable�Energy 否 组件 28,548 10.05%

5 Hecate�Energy�LLC 否 组件 27,774 9.77%

合计 161,065 56.69%

2021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是否为关
联方

主要销售产
品 销售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重

1 Hecate�Energy�LLC 否 组件 15,610 17.40%

2 BYD(H.K.)CO.LIMITED 否 电池片 9,102 10.15%

3 JA�SOLAR�INTERNATIONAL�LIMITED 否 电池片 6,993 7.80%

4 Seraphim�Energy�Group�Inc 否 组件 6,429 7.17%

5 Axitec�LLC 否 组件 5,896 6.57%

合计 44,030 49.09%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一季度， 前五大客户集中度分别达到了 49.09%、56.69%和

95 .67%，其中 2023 年一季度前五大客户占比较高，主要系标的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订单生
产模式，根据其客户 Elawan� Energy� S.L.、rPlus� Energies, � LLC 的项目进度及交付安排等要求，其
订单需于 2023 年一季度完成部分交付， 因此受订单集中交付安排的影响，2023 年一季度前五
大客户占比较高。其中 Elawan� Energy� S.L.于一季度交付约 141MW，rPlus� Energies, � LLC 于一季
度交付约 123MW。

标的公司主要客户基本情况如下：

组件客户

客户名称 基本情况介绍

Elawan�Energy�S.L.

Elawan�Energy 隶属日本 ORIX 集团，ORIX 集团成立于 1964
年，总部设于日本东京，是全球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之一，
致力于以金融＋运营＋投资相结合的模式持续为经济、 环境
和社会创造新价值。 Elawan�Energy是ORIX集团可再生能源
行业板块的全球运营商，为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涵盖绿色
能源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从风电场、光伏电站和水电站的推
广、开发和建设到运营、维护，同时销售所生产的绿色能源。截
至 2022年末，Elawan�Energy在全球拥有 43个新能源项目。

rPlus�Energies,�LLC
rPlus�Energies于 2018年成立于美国犹他州， 是一家专注于开
发、融资、建设和运营大型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存项目的可再
生能源开发公司。 当前 rPlus�Energies已在美国投资 40多个新
能源项目，拥有超过 14GW的清洁可再生能源总容量。

Horus�Louisiana�1,�LLC

Horus系西班牙 OPD�Energy集团的项目公司。OPD�Energy集
团成立于 2005 年，总部位于西班牙，是一家独立可再生能源
生产商，专注于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能生产，拥有丰富的新能
源运营经验。 截至 2022 年末，OPD�Energy 运营、在建及待建
的项目共有约 2.4GW 的装机容量。

Goldman�Sachs�Renewable�Power�Operating�Company�
LLC�（MN8�Energy）

Goldman� Sachs�Renewable� Power�Operating�Company� LLC 于
2017 年成立于美国高盛集团资产管理公司（Goldman�Sachs�
Asset�Management）内部，后于 2022 年独立分拆为一家新的独
立公司， 现已更名为 MN8�Energy。 目前MN8�Energy是美国
最大的独立太阳能和储能电力生产商之一， 根据权威机构
S＆P�Global�Market�Intelligence�的数据， 以在运营的项目的总
容量计算，MN8�Energy是美国最大的 5 大太阳能存储资产所
有者之一。

Grizzly�Ridge�Solar,�LLC

Grizzly�Ridge�Solar系由全球领先的可持续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提供商 Black�＆ Veatch 在美国德州所投资的太阳能项目公
司，总装机量超过 130MW。 Black�＆ Veatch于 1915年成立于
美国， 位列全球权威工程设计媒体 ENR及美国知名太阳能
媒体 Solar�Power�World“全美太阳能项目承包商前十名”，并
获得 ENR“太阳能项目设计公司第二名”，在全球范围内累计
拥有超过 50GW的太阳能项目实施经验。

Longbow�Solar,�LLC
Longbow�Solar系全球知名能源公司法国 Engie 集团所拥有的
新能源项目公司。 法国 Engie 集团是全球领先的低碳能源服
务商，业务遍布 70 个国家和地区，连续多年位列《财富》世界
500强企业。

Swinerton�Renewable�Energy（SOLV）

Swinerton是美国新能源领域最大的 EPC工程承包公司之一，
其子公司 SOLV�Energy是行业领先的太阳能承包商和运营维
护商，已建设了超 9GW的太阳能项目，2021 年被美国权威媒
体 Solar�Power�World及Wiki-Solar评为全美第一太阳能承包
商。

Hecate�Energy�LLC
Hecate�Energy是美国领先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和存储解决方案
开发商和运营商， 专注于清洁能源和储能项目， 已承包超过
3.6GW太阳能项目。

Seraphim�Energy�Group�Inc

SEG�Solar于 2016年成立于美国得克萨斯州，是一家国际知名
的太阳能电池及组件产品制造商， 拥有完全集成的供应链生
产高质量的太阳能组件产品。 该公司产品连续两年获得全球
权威光伏组件性能测试实验室 PVEL“全球 TOP�Performer 组
件制造商”认证，并获得全球知名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 BNEF

“全球一线组件制造商(BNEF�Tier�1)”认证。

Axitec�LLC

Axitec系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太阳能模块、 能源储存和电动汽
车充电器制造商之一。 其总部位于德国， 当前总产能达到
2GW，其光伏产品销售至全球 89个国家和地区。 Axitec在美
国新泽西州设有业务总部， 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设有额外
的仓储设施， 为其美国境内客户提供太阳能组件相关的快速
服务。

电池片客户

BOVIET�SOLAR�TECHNOLOGY�CO.,�LTD

Boviet�Solar（博威尔特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3年成立于
越南，是中国博威集团有限公司子企业，专注于新能源光伏电
池、组件等产业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客户提供新能源光伏
电子产品解决方案。该公司产品自 2017年起连续获得全球知
名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 BNEF“全球一线组件制造商(BNEF�
Tier�1)”认证，并自 2019年起连续获得全球权威光伏组件性能
测试实验室 PVEL“全球 TOP�Performer组件制造商”认证。 该
公司当前光伏电池和光伏组件年产能约为 3GW，主要销往美
国市场。

BYD�(H.K.)�CO.LIMITED

BYD�HK（比亚迪香港）于 1999 年成立于中国香港，是中国比
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子企业，专业从事充电电池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主要产品有锂离子电池、镍镉电池、镍氢电池等。光伏业
务作为比亚迪在清洁能源领域的重要布局之一，拥有电池片、
光伏组件、光伏系统应用等全产业链布局，其光伏组件在全球
范围内率先实现硅胶封装量产，拥有较强的技术优势。

JA�SOLAR�INTERNATIONAL�LIMITED

JA�Solar（晶澳太阳能国际有限公司）于 2016 年成立于中国香
港，是中国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企业，专业从事境
外新能源发电解决方案。 晶澳太阳能以硅片 -电池片 -组件
的主产业链为主体，以光伏辅材和设备产业、光伏 + 应用场
景解决方案为两翼的战略， 现已发展成全球光伏产业领军企
业，并面向全球 135个国家和地区提供绿色光伏产品及服务。
晶澳太阳能连续多年荣登“《财富》中国 500 强”和“全球新能
源企业 500强”榜单。

信息来源：公开信息、公司官网等整理
上市公司已于《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四、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之
“（一）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概述”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最近两年又一期前五大客户情况。

二、结合标的公司经营与采购模式、在手订单、客户构成、行业地位等，区分业务板块说明
标的公司业绩自 2022 年以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并结合主要客户变动情况， 说明
标的公司与相关客户的合作是否具有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一）结合标的公司经营与采购模式、在手订单、客户构成、行业地位等，区分业务板块说明
标的公司业绩自 2022 年以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1、标的公司经营与采购模式情况
标的公司长期深耕光伏产业，持续进行技术、产品的迭代更新。 标的公司通过与客户签署

产品销售合同的方式获取订单，采用“以销定产”的方式组织生产。 标的公司采购硅片及辅材
后，由东南亚生产基地进行电池片生产活动，并主要通过 OEM 模式完成组件产品的生产。最终
主要通过美国销售中心完成对外销售，由此构成标的公司主要的盈利模式。 标的公司战略性布
局硅片业务和 TOPCon� 电池技术，有望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标的公司的具体采购模式、生产模式及销售模式如下：
（1）采购模式：
标的公司的采购包括原材料采购和加工服务采购两个方面。
原材料采购主要包括硅片、非硅辅料（包括玻璃、EVA、背板、焊带、边框、接线盒等）及其他

组件辅材和配件等。 对于原材料采购，标的公司总体采用“以销定采”的原则进行采购，通过产
供销信息联动，标的公司以市场趋势、销售订单、销售预测、产能情况制定的生产计划为基础，
结合安全库存，制定原材料采购计划。

对于加工服务采购，标的公司邀请具备生产能力和资格的供应商参与商务谈判，综合其生
产能力、质量管控能力、价格、服务、结算方式等因素确定具体的供应商，向其下达生产任务，并
派驻现场质量监督人员，确保供应商的加工质量。

标的公司建立了严格、透明、规范的采购控制程序，采购过程规范透明。 在选择供应商时，
标的公司综合考虑供应商实力、供货质量、效率和价格等因素，选择战略供应商长期合作，确保
供应的稳定性和质量可靠性， 并于采购实际发生时在市场基准价的基础上结合采购量与供应
商协商确定采购价格。 标的公司主要选择拥有优质、稳定的行业头部公司开展合作。

（2）生产模式
标的公司在东南亚建立了生产制造基地， 根据市场需求及订单交付安排提前规划制定生

产计划，生产流程主要为“硅片—电池片—光伏组件”，光伏组件采用“以销定产”的订单生产模
式，根据订单和产能情况分配生产任务，东南亚生产基地进行电池片生产制造，光伏组件的生
产制造主要采用 OEM 模式。 标的公司制定了严格的生产管理制度，对生产全流程进行精细化
管理，并对产品质量进行全流程监督把控。

（3）销售模式
标的公司所销售的终端产品主要是 ET� Solar/� EliTe� Solar 品牌光伏组件和电池片产品。 光

伏组件产品主要聚焦美国地区的销售，标的公司建立了完整的销售服务体系，由美国地区专职
人员负责组件销售的工作，并与客户直接签署销售合同，以 DDP 模式为主开展销售交付工作，
深度开发区域市场。 标的公司生产的电池片部分对外销售，主要以客户自提模式销往越南、柬
埔寨等地区的客户。

2、标的公司在手订单情况
标的公司聚焦于美国地区的光伏组件销售业务， 受益于美国地区光伏市场规模及对光伏

组件需求的不断扩大，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的销售情况持续向好。 同时，美国政府对来自于东
南亚地区的光伏组件暂时执行宽松性政策， 标的公司 2021 年下半年以来签订了大量在执行订
单，截至 2023 年 8 月末在手订单较为充足。

2021 年末 、2022 年末及 2023 年一季度末 ， 标的公司在手订单量分别约为 690MW、
2,067MW 和 1,942MW，截至 2023 年 8 月末，公司在手订单量约为 2,053MW，公司对该部分在
手订单的排产计划已至 2024 年上半年，短期业绩确定性较高。

3、标的公司客户构成情况
从客户类型上来看， 标的公司光伏组件产品的主要客户为光伏电站投资方及光伏电站

EPC 建设方，同时有少量光伏组件通过分销商对外销售；标的公司电池片产品主要销售给其他
组件生产企业。

从客户区域分部来看，标的公司的光伏组件产品主要销往美国，同时有少量产品销往欧洲
等地区；标的公司的电池片主要在东南亚地区进行销售，同时部分销往非东南亚地区，如印度
等。

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一季度， 标的公司按照客户类型划分的客户具体构成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类型
2023年 1-3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组件业务

电站投资方 99,664.72 82.31% 154,154.87 54.24% 50,185.30 55.95%

电站建设方 359.70 0.30% 68,363.41 24.06% 4,433.40 4.94%

分销商 - - 12,452.10 4.38% 6,401.97 7.14%

小计 100,024.42 82.61% 234,970.38 82.68% 61,020.67 68.03%

电池片业务 组件生产商 21,054.35 17.39% 49,172.90 17.30% 20,769.09 23.15%

其他业务 其他 4.13 0.00% 43.33 0.02% 7,908.06 8.82%

合计 121,082.90 100.00% 284,186.61 100.00% 89,697.82 100.00%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一季度， 标的公司按照客户区域划分的客户具体构成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类型
2023年 1-3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组件业务

美国地区 99,142.46 81.88% 230,880.74 81.24% 57,360.91 63.95%

其他地区 881.96 0.73% 4,089.64 1.44% 3,659.76 4.08%

小计 100,024.42 82.61% 234,970.38 82.68% 61,020.67 68.03%

电池片 业
务

东南亚地区 19,856.87 16.40% 21,593.77 7.60% 19,380.42 21.61%

其他地区 1,197.48 0.99% 27,579.13 9.70% 1,388.67 1.55%

小计 21,054.35 17.39% 49,172.90 17.30% 20,769.09 23.15%

其他业务 其他 4.13 0.00% 43.33 0.02% 7,908.06 8.82%

合计 121,082.90 100.00% 284,186.61 100.00% 89,697.82 100.00%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行业地位
标的公司多年深耕光伏组件及光伏电池片行业，建立了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业内的

广泛认可。 自 2012 年起，标的公司旗下品牌 ET� Solar/� EliTe� Solar 连续十二年位列彭博新能源
财经“全球一线组件制造商 (BNEF� Tier� 1)”；2021-2023 年，其核心产品连续三年荣获全球权威
独立光伏组件性能测试实验室 PVEL 认证的“全球最佳表现”组件制造商；2022 年荣获全球权
威调研机构 EUPD� Research 认证的“美国地区顶级光伏品牌”。

标的公司也通过在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建立电池片生产基地，并不断扩大产能，建立产业
链优势，提高了在组件终端市场的影响力。 根据 InfoLink 公开数据披露，标的公司电池产能在
东南亚地区进入前十排名。

5、区分业务板块说明标的公司业绩自 2022 年以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光伏组件及电池片的生产及销售，同时存在少量的辅料、配件等销

售业务。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一季度，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3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组件 100,024.42 82.61% 234,970.38 82.68% 61,020.67 68.03%

电池片 21,054.35 17.39% 49,172.90 17.30% 20,769.09 23.15%

其他产品 4.13 0.00% 43.33 0.02% 7,908.06 8.82%

合计 121,082.90 100.00% 284,186.61 100.00% 89,697.82 100.00%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一季度，标的公司各业务板块的毛利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3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组件 22,020.13 22.01% 32,766.20 13.94% -1,504.15 -2.46%

电池片 3,337.18 15.85% 4,678.41 9.51% 1,128.21 5.43%

其他产品 2.24 54.10% 0.04 0.10% 735.08 9.30%

合计 25,359.55 20.94% 37,444.65 13.18% 359.14 0.40%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光伏组件业务业绩自 2022 年以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一季度， 标的公司组件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61,020.67 万元 、

234 ,970.38 万元和 100,024.42 万元，毛利率分别为 -2.46%、13.94%和 22.01%，业绩增长幅度较
大，主要增长原因如下：

1）标的公司电池片产能持续释放，提供了稳定的供应基础
2022 年度，标的公司柬埔寨电池片工厂正式投产，越南电池片工厂产能也不断释放，标的

公司销售的光伏组件中采用自行生产的电池片数量逐步增大， 扩大了标的公司在光伏产业链
中摄取的利润区间。

标的公司 2021 年度 、2022 年度及 2023 年一季度电池片产量约为 240MW、961MW 和
390MW，产能的持续释放为公司销售业绩的增长提供了稳定的供应基础，同时也提高了标的公
司于组件终端市场获取订单的竞争力。

2）美国市场组件价格维持高位，利润空间扩大
标的公司在美国最重要的市场是大型地面电站， 地面电站的建设周期较长， 属于期货市

场， 客户与标的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的交付周期一般也较长。 标的公司 2021 年度主要执行订
单为 2020 年下半年及 2021 年上半年签订的低价订单，订单均价约为 0.31-0.34 美元 / 瓦，2021
年下半年后，受原料市场波动影响，组件价格大幅提升，签单价格较之前提升幅度约 20%以上。
标的公司 2022 年度及 2023 年一季度执行的订单主要系在该价格区间内签署的订单。 同时，伴
随该期间运费及硅料价格的整体回落，标的公司利润空间逐步扩大。

同时， 标的公司在手订单储备充足， 截至 2023 年 8 月末已签署的在手订单量达到约
2,053MW，该部分交付产品的订单价格不会出现大幅下滑的情况。

3）硅料成本下滑，下游利润空间得到释放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多晶硅料市场价格总体呈现大幅上涨趋势，由 2021 年 1 月的约 11

美元 / 千克大幅上升至 2021 年 11 月的约 36 美元 / 千克，2022 年 1 月短暂回落至约 30 美元 /
千克后，持续上涨至 2022 年 10 月的约 36 美元 / 千克。 2023 年一季度多晶硅料价格整体处于下
行区间。 而随着硅料价格的下滑，电池片成本相应降低，为下游的组件环节释放了更多的利润
空间。

4）国际运费回稳，标的公司海运运费成本降低
2021 年，受宏观环境影响，美欧部分国家港口拥堵加剧，船舶运力受损，供需严重失衡，导

致全球集装箱船运费价格普遍大幅上涨。 2022 年，随着全球供应链逐步恢复，集装箱船运费价
格进入下行通道， 并于 2023 年初基本回落到行业常规水平， 今年上半年各主要贸易通道即期
运费维持低位运行。

标的公司光伏组件的销售主要通过海运的方式以 DDP 模式由东南亚生产基地销往美国地
区。 伴随着国际集装箱运费价格的回落，标的公司海运运费成本降低，为销售环节提供了更大
的利润空间。

（2）电池片业务业绩自 2022 年以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一季度标的电池片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20,769.09 万元 、

49,172.90 万元和 21,054.35 万元 ， 占标的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3.15% 、17.30%和
17.39%，销售占比降低；毛利率分别为 5.43%、9.51%和 15.85%，业绩增长幅度较大，增长原因主
要如下：

1）东南亚地区电池片与组件产能错配，电池片较为紧俏，标的公司议价能力提升
2022 年，光伏产业链上下游产能错配并未得到根本性好转，硅料、单晶硅片市场价格持续

高位运行，同时，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延续高速增长的良好态势，受需求拉动影响，下游组件
厂商开工率高位运行， 电池片环节成本压力向下游传导顺畅， 因此各尺寸电池片价格迅速上
涨。 凭借大尺寸单晶电池片的先发优势，标的公司主要产品 182mm 尺寸与 166mm 尺寸电池片
供不应求，议价能力进一步增强，2022 年单价较 2021 年单价分别上涨约 12%及 18%。

2）电池片生产基地产能利用率逐步提升，规模效应显现
伴随着标的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位于东南亚电池片生产基地产能利用率进一步提升，而

产量的提升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使得电池片的生产成本有所下降， 标的公司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一季度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

2023年 1-3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产能（MW） 400 1,300 800

产量（MW） 390 961 240

产能利用率 98% 74% 30%

注：标的公司柬埔寨工厂于 2022 年 5 月开始投产
3）硅料成本下滑，下游利润空间得到释放
硅料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电池片的成本，2023 年以来硅料价格的下行为电池片生产环节

释放了部分利润空间。
综上，标的公司业绩自 2022 年以来大幅增长主要受到下游市场需求持续高涨、产能利用率

逐步提升及上游原料降价释放利润空间共同影响，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主要客户变动情况，说明标的公司与相关客户的合作是否具有稳定性与可持续

性
由于所在国家的政策、光伏发展的规划、光伏产品的价格和客户公司发展策略的影响，主

要客户光伏电站项目多为批量式集中建设，在不同年份的建设规模差异较大，对组件的需求量
变化明显。 因此，标的公司每年的客户较为分散且不同年份的前五大客户会出现一定变化。

1、2022 年度、2023 年一季度主要客户变动情况
Grizzly� Ridge� Solar� LLC 于 2022 年新进入公司前五大客户， 于 2023 年 1 季度退出公司前

五大客户，主要系 2022 年该公司与标的公司第一年开展合作，其采购组件用于电站项目。 2022
年，该公司与标的公司签订了约 133MW 的采购合同，采购参考市场价格定价，该合同于 2022
年 10 月份完成交付。

Goldman� Sachs� Renewable� Power� Operating� Company� LLC 于 2022 年新进入公司前五大客
户，2022 年该公司与标的公司第一年开展合作，其采购组件用于电站项目。2022 年，该公司与标
的公司签订了约 169MW 的采购合同，采购参考市场价格定价，成为标的公司当年第二大客户，
2023 年继续执行合同，成为标的公司当期第五大客户，该合同于 2023 年 3 月完成交付。

Longbow� Solar, � LLC 于 2022 年新进入公司前五大客户， 于 2023 年 1 季度退出公司前五大
客户，主要系 2022 年该公司与标的公司第一年开展合作，其采购组件用于电站项目。 2022 年，
该公司与标的公司签订了约 113MW 的采购合同，采购参考市场价格定价，该合同于 2022 年 8
月完成交付。

Swinerton� Renewable� Energy 于 2022 年新进入公司前五大客户，于 2023 年 1 季度退出公司
前五大客户， 主要系 2022 年该公司与标的公司第一年开展合作， 其采购组件用于电站项目。
2022 年，该公司与标的公司签订了约 108MW 的采购合同，采购参考市场价格定价，该合同于
2022 年 12 月完成交付。

Elawan� Energy� S.L.于 2023 年一季度进入公司前五大客户，主要系 2022 年该公司与标的公
司第一年开展合作，其采购组件用于电站项目。2022 年，该公司与标的公司签订了约 148MW 的
采购合同，采购参考市场价格定价，成为标的公司当期第一大客户，该合同在陆续执行中。

rPlus� Energies, � LLC 于 2023 年一季度进入公司前五大客户， 主要系 2022 年该公司与标的
公司第一年开展合作，其采购组件用于电站项目。 2022 年，该公司与标的公司签订了约 550MW
的采购合同，采购参考市场价格定价，成为标的公司当期第一大客户，该合同在陆续执行中。

Horus� Louisiana� 1, � LLC 于 2023 年 1 季度进入公司前五大客户，主要系 2022 年该公司与标
的公司第一年开展合作， 其采购组件用于电站项目。 2022 年， 该公司与标的公司签订了约
160MW 的采购合同，采购参考市场价格定价，为标的公司当期第三大客户，该合同在陆续执行
中。

BOVIET� SOLAR� TECHNOLOGY� CO., � LTD 于 2023 年 1 季度进入公司前五大客户，标
的公司于 2022 年起与其开始合作，其采购电池片用于组件的生产。 2022 年，该公司与标的公司
签订了采购约 140MW 的电池片采购合同，采购参考市场价格定价，为标的公司当期第四大客
户，该合同在陆续执行中。

2、标的公司客户粘性较强
标的公司与主要客户均建立了长期、良好、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在主要客户中树立良好的

口碑，品牌优势突出。 标的公司建立了一套稳固的客户管理制度，主要客户信誉良好，已签订合
同均能正常执行，且各期均存在主要客户的复购情况。 因此，标的公司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具备
稳定性。

3、标的公司品牌口碑良好，具有优秀的市场开拓能力，市场稳定性较强
标的公司依托美国本土销售体系，与高盛、Greenbacker� 、Whitepine 等知名开发商及项目业

主达成长期合作，同时，通过大型展会等方式提升品牌知名度、开拓新市场，标的公司新增客户
数量逐年增加，2022 年较 2021 年新增客户数量 55 家，截至 2023 年 3 月底新增客户数量 7 家。

标的公司精准定位价值市场，建立符合政策规范的生产、销售、物流和售后体系，以实现稳
定的供应链和客户服务，从而保持市场开拓长久的生命力，维持收入的稳定增长。

4、标的公司在手订单充足，销售稳定性得到切实保障
标的聚焦于美国地区的光伏组件销售业务， 受益于美国地区光伏市场规模及对光伏组件

需求的不断扩大，公司两年一期的销售情况持续向好。 同时美国政府对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的光
伏组件暂时执行宽松性政策，公司 2021 年下半年以来签订了大量在执行订单，截至 2023 年 8
月末在手订单仍较为充足。

截至 2023 年 8 月末，公司在手订单量约为 2,053MW，公司对上述在手订单的排产计划已
至 2024 年上半年，短期业绩确定性较高。

三、结合美国对东南亚光伏产品 24 个月免征反规避关税的缓冲期政策及标的公司的 DDP
销售模式，说明标的公司未来销售产品是否可能面临关税税率上升风险，是否可能影响相关客
户的采购意愿及标的公司未来业绩，并充分提示风险

（一）美国对东南亚光伏产品 24 个月免征反规避关税缓冲期政策情况
1、美国征收反规避关税相关规定
2012 年 12 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对来自中国的晶体硅光伏电池（无论是否组装成组件），关

于低于公平价值销售的修正终裁和反倾销税令》，对原产于中国的光伏产品做出反倾销、反补
贴终裁，征收 18.32%-249.96%的反倾销税和 14.78%-15.97%的反补贴税（以下简称“双反税”）。

2、双反税豁免期内（2024 年 6 月 6 日前）免征反规避关税政策
2022 年 6 月 6 日，为满足美国光伏市场供应，美国总统签署了第 10414 号总统令，对进口自

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或越南这四个被调查国家（以下简称“被调查国家”）的晶硅光伏电池和
组件给予 24 个月的双反税豁免。

2022 年 9 月 16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最终规则（19� C.� F. � R.§362.7）以实施前述于 2022
年 6 月 6 日签署的第 10414 号总统令。 出口商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在报关前向美国海关
与边境保护局和 / 或美国商务部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则可豁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对其征收
的双反税：

（1）相关光伏电池和组件在 2024 年 6 月 6 日（或美国国内电力供应的紧急状态结束）之前
进入美国或从仓库中提货以在美国销售；

（2）该等获得双反税豁免的光伏电池和组件必须在 2024 年 12 月 3 日之前在美国国内被使
用或安装。

3、双反税豁免期后（2024 年 6 月 6 日后）构成“双反规避行为”的条件
2023 年 8 月 18 日， 美国商务部发布对来自中国的晶硅光伏电池和组件的反规避调查的最

终裁定（以下简称“最终裁定”），裁定其进口晶硅光伏组件中，如果在被调查国家生产完成并使
用产于中国的硅片完成生产的晶硅光伏电池，并且包含两个以上来自中国产地的辅材（银浆、
铝框、玻璃、背板、胶膜和接线盒）生产的光伏组件，随后从被调查国家之一出口到美国，则构成
对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令的规避行为（以下简称“双反规避行为”）。 若未
来标的公司的业务模式被认定构成双反规避行为，则在双反税豁免期结束后（即 2024 年 6 月 6
日）将面临被征收双反税的风险。

4、构成双反规避行为所适用税率
根据最终裁定，在被调查国家完成组装并出口美国的晶硅光伏电池、组件，若被认定为存

在双反规避行为，则将适用以下税率：
（1）如果被调查国家光伏电池、组件出口商在双反判例中有公司特定税率，将适用该出口

商特定税率；
（2）如果出口商没有公司特定税率，但用于制造晶硅光伏电池和组件的硅片的生产商有单

独的税率，那么将适用该生产商特定税率；
（3）如果没有上述分配的特定税率，则适用美国针对中国全范围的反倾销税率 238.95%或

反补贴税率 15.24%。
（二）标的公司 DDP 销售模式下未来销售产品面临关税税率上升风险整体可控
标的公司在美国的光伏组件的销售采用 DDP 模式，即“完税后交货”，由标的公司承担全

部运输、清关和税费等方面的责任和成本。 因此标的公司所适用的关税税率变化将对标的公司
的日常经营产生较大影响。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分别于柬埔寨、越南设立有生产工厂从事晶硅光伏电池和
组件的生产，产成品向标的公司子公司 ET 加州出口，并由 ET 加州在美国销售。 由于向 ET 加
州出口的晶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在生产及组装过程中使用了于中国大陆生产的辅材及中国大陆
生产的硅片，因此该等产品有被认定为存在双反规避行为，从而触发双反税导致其适用关税税
率上升的风险。 但该等风险整体可控，具体可通过以下方式解决：

1、就 2024 年 6 月 6 日之前进入美国的产品，标的公司将通过豁免政策以避免关税税率上
升的风险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标的公司子公司 ET 加州所销售的产品在进口时均正常报关，且该等
通过双反税豁免的光伏电池和组件均将在 2024 年 12 月 3 日之前在美国国内被使用或安装，符
合美国总统第 10414 号令给予的 24 个月的双反税豁免政策。 故标的公司子公司 ET 加州在
2024 年 6 月 6 日前触发双反税导致其适用关税税率上升的风险整体可控。

2、就 2024 年 6 月 6 日之后进入美国的产品，标的公司将通过提前进行产业链调整以避免
关税税率上升的风险

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最终裁定，其进口的晶硅光伏组件，如果在被调查国家生产完成并
使用产于中国的硅片完成生产的晶硅光伏电池， 并且包含两个以上来自中国产地的辅材（银
浆、铝框、玻璃、背板、胶膜和接线盒）生产的光伏组件，随后从被调查国家之一出口到美国，则
构成对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令的规避行为，从而可能被征收双反税。

因此，标的公司将从硅片限制以及辅材限制两个维度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任意一项解决
后即可避免落入美国反规避关税政策的规制范围。

（1）针对硅片限制的应对措施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已在越南河南省清廉工业区筹备建设硅片工厂，旨在改进

硅片供应链以应对相关限制。
2023 年 4 月，标的公司签署土地协议购买越南河南省清廉工业区总面积为 128,593 平方米

的土地使用权，并按协议支付了土地使用权对价的 30%，金额约为 731 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
2,140 万元）。 此外，标的公司已完成单晶炉、切片机、机加成套设备、硅片分选设备等用以筹备
建设硅片工厂的工程设备的供应商遴选的开标、评标工作，并正在进行最后的议标、定标工作。
根据标的公司估算，该越南硅片工厂计划在 2024 年上半年开始生产硅片。

（2）针对辅材限制的应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