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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

1 月 4日，天合光能发布公告，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高海纯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联席董事长。
高海纯同时兼任“解决方案事业群”
总裁，负责推动公司从光伏产品制
造商向光储智慧能源解决方案服务
商转型。

高海纯为天合光能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高纪凡的女儿，是一个名副
其实的“光二代”。高纪凡则继续担
任天合光能董事长、执行事务董事及
总经理职务。

然而，2024年是中国光伏产业
历史上挑战最严峻的一年。中国光
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表示，
“行业波动造成的亏损规模远超以往
三次行业波动。”

年仅32岁的美女高海纯，能否
力挽狂澜，肩负起这一重任？

“天合小公主”接棒

作为天合光能创始人的千金，高海纯被称为“天合
小公主”。又因其高颜值，被网友称为“超美光二代”。

资料显示，高海纯出生于1993年，从小在常州长
大。高中时被父亲送到美国读书，后来进入常青藤名
校之一的布朗大学，就读于经济社会学系。

2017年，高海纯进入天合光能工作。从投资者
关系经理角色开始，慢慢熟悉父辈拼搏数十年的光
伏事业。

在2024年12月份的“2024（第二十二届）中国企
业领袖年会”上，高海纯以天合光能董事、天合富家董
事长的身份发表了一场演讲《追光者的征途》。在这场
演讲中，她通过分享几段故事，确定了光伏正是她所追
寻的“可以让人类受益”的事业：“原来我一直追寻的东
西，恰恰就在我身边，原来这一切好像是命中注定。”于
是，回到父亲公司的高海纯，以分布式光伏业务作为她

“再次创业”的方向。
高海纯在天合光能的职务变化，体现出其正逐步

沉浸光伏事业——从投资者关系经理，到战略投资部
副总经理，再到天合富家董事长，高海纯最后的业务
落脚点虽然区别于其父高纪凡的光伏制造，却也完善
了天合光能从制造端到应用端、从上游到下游的业务
布局。

记者注意到，在就任天合光能联席董事长之前，高
海纯的核心角色，是天合富家的一把手。

天合富家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专注于分布式能
源市场的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企查查提供的信息显
示，该公司注册资本为20亿元，股东数达28家。天合
光能为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70%。作为天合光能
布局分布式光伏领域的关键主体，天合富家已有上市
规划。

2023年4月，天合光能公告称，筹划控股子公司
天合智慧（原“天合富家”）分拆上市事宜。此后，该公
司启动增资扩股，估值一度超过 200亿元。然而，
2024年12月，天合光能宣布终止天合富家的上市计
划。对此，天合光能相关人士表示：“天合富家终止上
市并实现回归之后不需要考虑独立性、关联交易等问
题，母子公司间可以在研发、生产、采购、销售和客户
服务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协同。”

由此看来，天合富家终止分拆上市“回归”母公司，
或是为高海纯在天合光能核心管理层获得新身份而做
铺垫。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公告上看，联席董

事长目前的工作内容更多还是辅助职能，而天合光能
解决方案事业群总裁则是业务层面的实职。”

据记者了解，天合光能解决方案事业群区别于该
公司光伏组件制造部分，集合了集中式、分布式电站、
运维等业务体系。从天合光能近几次的投资者关系交
流内容上看，该公司对于解决方案的业务定位，已经提
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

近日，天合光能在公告中说：“行业的价值点将从
产业链上游的制造端，向下游的销售端、服务端转移，
企业间的差异化也将更多体现在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能力的大小。”该公司进一步称，未来将不断提升解决
方案业务占比。

追光征途面临考验

天合光能最新市值为403亿元，是全球光伏组件
制造的龙头企业之一。高光时期，该公司的市值曾突
破千亿元，达1800亿元。

但这对于“追光者”高海纯和天合光能来说，前方
的道路并非一片坦途。

近年来，光伏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
遇。一方面，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成本的持续降低，
光伏产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另一方面，全球能源转型和
碳中和目标的推进，为光伏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

间和发展潜力。
天合光能作为光伏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同样面

临着这些挑战和机遇。从财报数据来看，公司的财务
状况并不乐观。截至2024年三季度，公司总负债高
达1011亿元，资产负债率为74.57%，流动性负债合
计 620.9 亿元。尤其是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已达
357.5亿元，远超其货币资金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总
和。这种高负债状况对公司的运营和未来发展构成
了巨大的压力。

在经营层面，光伏行业的供给过剩也对天合光能
构成了巨大挑战。特别是组件市场，价格从2023年初
的1.8元/瓦持续下滑至年末的0.9元/瓦左右，2024年
初更是进一步下跌至P型组件最低价0.7元/瓦左右。
由于天合光能的主营业务正是组件，其上半年营收占
比高达69.95%，因此组件价格的下跌直接导致了公司
毛利率的持续下滑。2024上半年，公司毛利率已降至
11.13%，并在三季度出现了亏损，净利润同比下滑
189.31%。

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天合光能也正在寻求
转型。天合光能1月4日的公告也显示，除了担任联
席董事长，高海纯要同时兼任公司解决方案事业群总
裁，领导公司由光伏产品制造商向光储智慧能源解决
方案服务商转型。

具体来说，天合光能将在集中式、分布式、新场景
等各领域集中发力，培育新的增长极，不断提升新业务
占比。通过新设解决方案事业群，公司为集中式、分布
式应用场景提供一站式智慧能源解决方案，并构建和
推广“新型微电网”“零碳园区”等新应用场景。这些新
业务的拓展，不仅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也有助
于增强其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此外，天合光能还表示，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推
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通过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技
术水平，公司将进一步增强其在光伏行业的领先地
位。同时，公司还将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加强与合作
伙伴的战略合作，共同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目
标的实现。

然而，高海纯和天合光能能否成功顶住压力、迎难
而上，还需看未来的实际行动和表现。

“光二代”渐成主角

2023 年 11 月 14 日，在天合光能与通威股份战略
合作签约现场，两位签字代表吸引了全场人的目光。
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之女高海纯，与通威集团董事
局主席之女刘舒琪，首次在公开场合一同亮相，并与
各自的父亲，见证了两大光伏龙头达成深度合作的时
刻。彼时，台下有嘉宾感叹：“光伏龙头企业的‘二代
们’来了。”

国内光伏行业曾出现过 16 家市值破千亿的企
业。而在这些企业中，已有7家龙头企业的核心高管
团队出现了“光二代”的身影。据统计，这些企业分别
是：通威股份、合盛硅业、德业股份、大全能源、福莱特、
天合光能、协鑫科技。

具体而言，5家光伏龙头企业的董事长、总裁、总
经理职务由“光二代”出任——目前，通威股份的董事
长为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之女刘舒琪，合盛硅
业的总经理为董事长罗立国之子罗烨栋，德业股份的
副董事长、总经理为董事长张和君之子张栋业，福莱特
总裁为董事长阮洪良之女阮泽云，天合光能联席董事
长为董事长高纪凡之女高海纯。此外，徐广福之子徐
翔出任大全能源副董事长，朱共山之子朱钰峰出任协
鑫科技董事会副主席。

其中，上述部分“光二代”是最近三年走到聚光灯
下的：刘舒琪、阮泽云均于2023年分别担任各自公司
的董事长、总裁，张栋业、徐翔则是2022年上任。

光伏产业的制造环节，是民营经济的聚集地。这
意味着，企业的传承，将是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
话题。

2023年12月，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在接受
记者专访时曾表示：“现在，许多企业二代都陆续开始
在商业世界崭露头角，我发现这批年轻人很有想法，能
力有时候也超过我们的预期。”

在他看来：“大家在有条件的时候，可以主动地放
权、授权，让他们能够早一些得到锻炼，而且我们‘创一
代’也还能有在旁当教练的机会，别等到当教练的机会
都失去时，才被迫放手。”

“接班，是每个光伏民营企业家都要面临的问题。
在这过程中，家族企业的传承与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
的处理，控制权与经营权的逐渐过渡、下放，也在考验
着各家光伏企业创始人的眼光、策略。”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光伏产业正在经历周期性调
整的低谷期，这对于渐成主角的“光二代们”是一场严
峻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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