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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market	competition,	module	bidding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enterprise	busines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competitive situation of the photovoltaic module sales bidding market and discusses the risks faced in bidding, 
including technical risks, quality risks, delivery risks, contract risks, market risks, price risks, etc.; reveals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se risks on the bidding results, product delivery, enterprise operation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urther 
proposes targeted coping strategies, such as technic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selection of technologically mature products, control of 
the quality inspection and acceptance standards of bidding documents, striving for a loose delivery time, formulating an appropriate 
bidding	strategy,	predicting	fluctuations	in	component	prices,	etc.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risks	and	formulate	scientific	coping	strategies	in	module	bidding,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winning	
rate	and	the	reliability	of	project	execution	and	improve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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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组件投标在企业业务中占据重要地位。论文针对光伏组件销售投标市场竞争状况、深入探讨投标所
面临的风险，包括技术风险、质量风险、交付风险、合同风险、市场风险、价格风险等；揭示了这些风险对投标结果、产
品交付、企业运营及长期发展的潜在影响。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提出了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如技术调研和评估、选择
技术成熟的产品，把控招标文件质量检测、验收标准，争取宽松的交付时间，制定合适的投标策略，预测组件价格的波动
等。旨在为企业在组件投标中有效识别风险、制定科学应对策略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以提高中标率及项目执行的可
靠性，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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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组件投标已成为企业

获取业务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投标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风

险，如果不能正确识别和有效应对，可能会导致投标失败甚

至给投标人带来重大损失。因此，对组件投标风险进行全面

深入的分析，并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从业人员对投标过程的风险有着众多的研

究。文献 [1] 分析了设备采购过程中的博弈，提出了招标采

购的一些建议。文献 [2] 对电力设备的投标报价风险及应对

决策进行了研究。文献 [3] 论述了招投标活动过程中容易出

现的问题，阐述了企业在招投标活动风险防范和应对策略。

当前对光伏组件投标风险及应对措施研究较少，论文聚焦竞

争激烈的光伏组件投标业务，分析了投标过程中面临的技

术、市场、合同等风险，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了相应的应对

策略。通过对这些风险的剖析和策略的研究，旨在为企业参

与光伏组件投标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参考，以提高中标率及项

目执行的可靠性，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2 光伏组件投标风险分析

在当前环境下，组件投标供应商数量众多、各自具有

自身优势，同时，组件招标人对投标人组件生产企业综合实

例要求越来越高，对招标产品有更严格考量标准，导致市场

竞争十分激烈。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文称，近期产业链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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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响 [4]。面对如此严峻的投标竞争环境，识别投标风险

尤为重要，该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技术风险
组件投标可能存在对招标文件技术标准、行业等规范

理解不透彻或出现偏差，导致所提供的组件无法满足实际需

求；此外组件的性能指标可能无法完全达到招标要求，如稳

定性、可靠性、衰减等方面存在不足，影响整体项目质量。

在投标后到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技术变更，而应对

不及时或不合理可能带来风险。投标及交付时还需附属相关

技术文档，如文档不完整、不准确或不规范，会影响后续的

安装、调试、厂家现场的技术指导等工作。

2.2 质量风险 
组件的质量是投标中的核心关注点，若组件存在设计

缺陷、材料瑕疵、制造工艺不精等问题，将直接影响其性能、

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组件厂家的质量管理体系是否健全、质

量控制流程是否严格，也会对组件质量产生重大影响。一些

上游材料供应商可能为了降低成本而在质量控制上偷工减

料，组件厂家缺乏有效的质量追溯机制，导致质量问题难以

追溯、得以解决。组件在实际使用中可能面临各种复杂的环

境和工况条件。例如，高温、高湿度、强震动等环境因素可

能加速组件的老化和损坏，超出其正常的质量预期。

由于组件质量问题导致的退货、换货、维修甚至项目

延误等，都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包括直接的成本增加和

潜在的合同违约金；同时也会损害企业声誉，降低客户对企

业的信任度，对未来的业务发展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2.3 交付风险
组件厂家自身的生产设施、人员配备和生产流程可能

无法满足大规模或紧急的组件交付需求，导致交付延误；原

材料市场的波动、供应商的不稳定或原材料质量不符合要

求，都可能影响组件的生产和交付。在组件生产过程中，如

果质量控制体系不完善或执行不严格，可能会产生不合格产

品，需要返工或重新生产，从而延误交付时间。

组件运输过程中的意外情况，如交通事故、恶劣天气、

运输设备故障等，可能导致组件损坏或延迟到达目的地；

同时，不同项目对于组件的质量检测和验收标准可能存在差

异，如果投标企业对这些标准理解不清晰、把握不准确，导

致所提供的组件无法满足客户的交付标准，从而面临延误交

付的风险 [5]。

2.4 合同风险 
合同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方式选择不当，可能导致在

发生纠纷时，投标方处于不利的法律地位，此外业主方单方

面合同权力过大如单方解除权且不承担违约责任等类似条

款，投标方缺乏有效的制衡手段。合同条款中的漏洞、模糊

之处或不公平条款可能引发纠纷和损失；交付时间、交付标

准约定过于严格，一旦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如生产延误、

物流问题等，投标方可能面临违约罚款。

交付地点、方式和验收标准不清晰，容易引发双方在

交付过程中的争议和纠纷；质量保证期限和责任划分不明

确，使得投标方在质保期内承担过多的维修和更换成本；对

知识产权、保密条款等规定不完善，可能引发知识产权侵权

或商业机密泄露的风险；合同变更的程序和条件不明确，导

致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双方对于变更的内容和费用难以达成

一致。

2.5 市场风险 
组件投标市场参与者众多，竞争激烈，竞争对手可能

拥有更优质的产品、更低的价格、更强大的品牌影响力或更

广泛的客户关系，这可能导致投标方在投标中处于劣势。原

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以及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都可能导致

组件价格的波动。如果在投标时未能准确预测价格走势，可

能会导致报价过高失去竞争力，或报价过低导致利润受损。

组件投标部分客户可能存在信用问题，如拖欠货款、

拒绝履行合同等。这不仅会影响企业的资金回笼，甚至导致

经济损失 [6]。

2.6 价格风险 
投标价格的合理性至关重要，过高可能失去竞争力，

过低则可能影响利润空间甚至导致亏损；不同合同价款约定

方式下：固定价格合同可能导致在项目执行期间，因原材料

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增加等因素，投标方承担超出预期的成

本；可调价款合同中价格调整条款不明确或不合理，无法有

效应对市场价格波动，影响项目的经济效益。此外合同承包

范围约定不明，合同执行过程中招标方可能要求组件厂家承

担额外工作、导致利润损失，如组件倒运、提高备品备件配

置、组件检测等。

3 应对策略

组件投标风险的应对是一个系统工程，投标前组件投

标方进行充分的准备和风险评估，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策

略，并在投标过程中严格执行，提高投标成功率和保障企业

利益 [7]。

3.1 技术应对 
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确保组件技术的先进性和稳定

性。在投标前进行充分的技术评估和验证，为降低这些技术

风险，投标方需要在投标前进行充分的技术调研和评估，对

招标方提出的技术要求进行细致分析，如有疑问及时与招标

方沟通，确保对招标要求有准确全面的理解。投标人需组织

企业内部的专业团队对项目的技术难度、可行性进行评估，

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指定应对措施。

投标时根据项目需求和自身技术能力，制定多种备选

技术方案，以应对不同的技术要求和风险场景。在满足招标

要求的前提下，优先选择经过实践验证的成熟技术，降低新

技术应用带来的风险。

3.2 质量把控 
投标人组织专业团队深入研究项目的质量检测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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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确保所提供的组件能够完全符合要求，在投标文件中

清晰明确地阐述企业对质量标准的理解和保障措施。

组件投标人应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对供应商的

质量进行严格把关，与供应商签订明确的质量保证协议，转

移原材料质量不合格带来的组件质量风险；在投标前，对潜

在供应商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评估，与具有良好声誉和稳定质

量表现的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建立完善的组件质量检测制度，对投标的组件产品进

行严格的检测和验证，不仅要依据标准规范进行常规检测，

还应针对项目的特殊要求进行专项测试。明确质量保证期

限和责任划分，合理界定投标方在质保期内的义务和责任

范围。

3.3 交付把控
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与多个可靠的供应商建立

合作关系，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以应对供应中断的风

险，定期评估供应商的表现，签订严格的供应合同，明确交

付时间。

合理评估自身的生产和交付能力，在合同中争取较为

宽松的交付时间，并明确可能导致交付延误的免责条款。详

细约定交付地点、方式和验收标准，确保双方对交付流程有

清晰的理解和共识。根据订单需求和生产能力，制定科学的

生产排程，预留一定的弹性时间以应对突发情况。

评估物流供应商的服务质量和信誉、物流合同中明确

责任和赔偿条款，根据组件的特点和交付时间要求，选择合

适的运输方式和路线，提前了解运输途中的潜在风险并制定

应对措施。

3.4 市场应对 
加强市场调研和竞争分析，深入了解竞争对手的产品

特点、价格策略、市场份额等，制定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同时，

持续关注市场动态，了及时调整投标策略以适应市场变化。

积极开拓新的市场和客户群体，降低对单一市场和客

户的依赖，分散市场风险；关注新兴行业和领域的发展，提

前布局，为未来的投标项目储备技术和市场资源。

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及时获取原材料

价格信息。运用数据分析和市场预测模型，准确预测组件价

格走势，合理制定投标价格。设定市场风险预警指标，如竞

争对手市场份额变化、近期投标报价等，当预警指标达到阈

值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3.5 商务应对
在投标前对客户的信用状况进行全面评估，选择信用

良好的客户合作。同时，制定合理的信用政策，加强应收账

款管理，降低客户信用风险。

组织专业法律人员对合同进行严格审查，明确双方权

利义务，避免潜在风险，明确合同变更的程序、条件和费用

计算方法，确保变更过程的公平、透明；限制业主方单方面

变更合同的权力，要求双方在变更事项上进行充分协商和达

成一致。

在投标报价时充分考虑成本上涨因素，并争取在合同

中设置合理的价格调整机制，如根据市场价格指数进行调

整。对于价格风险较大的项目，可以适当考虑风险费用。

4 结语 

组件投标风险的有效分析和应对是企业在投标过程中

取得成功的关键。企业需要充分认识到各种风险的存在，并

通过针对性的策略和措施来降低风险的影响，提高中标率、

保证企业经济效益。同时，随着市场环境和技术的不断变化，

企业应持续关注和研究新出现的风险及应对方法，以保持竞

争优势。

组件投标风险识别及应对是一项复杂工作，实际操作

中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

和完善风险应对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竞争

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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