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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驱动新能源企业营运资金管理优化研究——以东方日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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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各国逐步对碳中和达成共识，这将加速淘汰化石能源，构建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主体，

目前全球新能源企业整体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与此同时，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智化工具已能够实

时监控企业营运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这有助于企业保持资金流动的灵活性和高效

性。在此背景下，选取东方日升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深入分析其数智化推进过程中各环节的营运资金管

理实践，探讨如何通过数智化工具驱动新能源企业优化营运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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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of new energy enterprises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Take Risen Energ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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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gradually reached a consensus on carbon neutrality, will 
accelerate the elimination of fossil energy, and build a new energy subject represented by photovoltaic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ools have been able to monitor the use of 
working capital in real time, identify problems and make adjustments in time, which helps enterprises maintain the 
flexi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capital flow.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selects enterprise 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iming 
to explore how to drive new energy enterprises to optimize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through digital intelligence 
tools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each link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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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公开宣布中国将在 2030 年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新能源发展已经成了全民关注

的新热点。202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能源发展仍

面临需求压力巨大、供给制约较多、绿色低碳转型

任务艰巨等一系列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出路就是

大力发展新能源。”当前，我国正加快规划建设光伏

能源体系，其技术迭代速度非常快，光伏产品对生

产工艺又有着极高的要求，东方日升作为光伏行业

的佼佼者，紧跟国家政策步伐，近年来在光伏组件

制造、新能源电站开发运营等方面取得了成果。然

而，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东方

日升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1 理论基础 
1.1 数智驱动 
数智驱动是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与驱动。

数字化与智能化进程紧密结合、加速迭代升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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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影响着要素资源配置方式、产业发展模式和人

民生活方式，数智化已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

势和新方向[1]。数智不同于以往单纯的数据，从数据

向数智的转型，标志着国家数字经济、数据要素及

治理战略驱动下的新时代特征[2]。它不仅仅是指简

单的技术应用，而是将数字化技术与智能化技术相

结合，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充分利用数据资源，提

升决策效率和管理水平，推动业务创新和发展，优

化企业的运营流程，推动业务创新，进而实现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数智驱动在企业中的体现是指依托

数智环境通过重新架构数智类生产要素，赋予利益

相关者生产优化、创新升级、竞争重塑、科学决策等

能力，以实现高效利用资源和共创行动者价值[3]。同

时，数智驱动也要求企业具备更强的数据意识和数

据能力，包括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析等方面的

能力。 
1.2 营运资金管理 
营运资金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基础，它不仅

是企业日常运营活动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也是企

业应对短期债务和负债还款需求的重要保障，同时

它保证了企业能够持续进行采购、生产、销售等各

个环节的活动。 
营运资金管理是对企业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以

及整体资金流动性的全面管理，旨在确保企业有足

够的现金流和资金储备，以应对日常运营中的各种

需求和挑战。现有营运资金管理效率驱动因素研究

主要从两条主线展开：其一是从企业自身视角出发，

考察企业特征[4]、企业行为决策[5-6]如何影响企业营

运资金管理效率；其二是从供应链视角切入，探讨

企业间协同管理[7]、客户关系[8]对企业营运资金管理

效率的影响。 
2 案例介绍与分析 
2.1 东方日升企业概况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新能源、

新材料的全球化事业，目前已经形成多晶硅原材料

生产、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加工制造、太阳能光伏电

站建设运营和储能系统集成等完整的产业链条，能

够为光伏产业链提供全方位的产品和服务。2019 年

之前，东方日升的系统只有 ERP 和 MES，之后东方

日升在数智驱动方面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引入

了先进的数智化技术，推动高效电池及光伏组件项

目的数智化、绿色化，具体发展进程见表 1。 

表 1  东方日升数智化发展进程 

渠道 数智化项目 具体内容 

采购环节 

信息化与系统集成 尝试使用电子化的采购管理系统，以替代传统的纸质采购流程。 

数字化采购平台 2022 年建设九慧 SRM 平台，提升采购效率并加强与供应商之间的沟通。 

智能预测与库存管理 
采用 JIT（Just-In-Time，即时生产）库存管理方式，即根据市场需求实时调整库存水

平，避免积压或短缺，根据市场需求，预测未来的库存需求，根据库存预警机制自

动调整采购计划。 

生产环节 

AGV 智能搬运系统的应用 
2021 年在电池片车间内引入了 215 台 AGV 搬运车，完成各个环节智能流转，并实

现设备 7×24 小时不停机运转。 

智能物流与仓储管理 
联合科瑞技术、腾讯云实现了成百上千使用不同协议的自动化设备接入到统一管

理、调度、执行的智能化管理平台，引入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调度系统。 

5G+AI 质检产线 
利用 5G 的高速传输与低时延特性，结合 AI 的智能识别与分析能力，实现生产线上

高效、精准的自动化质量检测。 

销售环节 

建立线上销售平台 官方网站、电商平台等，实现产品的在线展示和销售。 

引入 CRM 系统 管理客户信息，提高客户服务效率。 

个性化定制与优化用户体验 
制定储能产品和光伏组件的个性化营销策略，满足不同客户对储能容量、应用场

景、系统配置的要求。 

数据来源：根据东方日升年报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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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东方日升 2019-2023 年采购环节营运资金构成以及周转情况 

年份 原材料存货（亿） 预付账款（亿） 应付账款（亿） 应付票据（亿） 采购环节营运资金（亿） 营业收入（亿） 采购环节营运资金周转天数 

2019 3.62 2.61 35.91 43.66 -73.34 144.04 -183.29 

2020 4.69 5.57 41.95 48.40 -80.09 160.63 -179.50 

2021 6.39 6.12 51.76 52.06 -91.32 188.31 -174.57 

2022 21.14 5.91 58.87 76.69 -108.50 293.85 -132.92 

2023 13.73 7.08 89.82 93.90 -162.90 353.27 -166.01 

数据来源：根据东方日升年报搜集整理 

表 3  东方日升 2019-2023 年生产环节营运资金构成以及周转情况 

年份 
在产品存货

（亿） 

其他应收款

（亿） 

应付职工薪酬

（亿） 

其他应付款

（亿） 

生产环节营运资金

（亿） 

营业收入

（亿） 

生产环节营运资金

周转天数 

2019 0.84 5.70 0.80 4.84 0.91 144.04 2.27 

2020 0.73 4.83 0.70 1.55 3.30 160.63 7.40 

2021 1.23 21.52 0.91 2.30 19.53 188.31 37.34 

2022 1.33 13.95 1.19 7.86 6.24 293.85 7.64 

2023 2.49 9.19 2.26 6.35 3.07 353.27 3.13 

数据来源：根据东方日升年报搜集整理 

 
2.2 东方日升营运资金管理分析 
2.2.1 采购环节 
东方日升 2019-2023 年采购环节营运资金构成

以及周转情况见表 2。从 2019 年到 2022 年，东方

日升原材料存货逐年增加，公司在该年度预期市场

需求增长，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增加了原材料储备。

然而，到 2023 年又有所回落，反映了库存管理策略

的调整以及市场需求的波动。 
高原材料存货水平能增强供应链的稳定性，减

少因原材料短缺导致的生产中断风险，但同时会占

用大量资金，增加资金成本。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

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公司在交易中，越来越多

采用延期支付，营运资金持续为负，且绝对值逐年

增大，公司大量占用了供应商的资金，形成了显著

的“浮存金”。 
2.2.2 生产环节 
东方日升 2019-2023 年生产环节营运资金构成

以及周转情况见表 3。2019-2021 年，生产环节营运

资金周转天数急剧增加，在此期间光伏产业链的关

键原材料如硅料、电池片等的价格出现波动。2021
年电池片的价格由 6.85 元/片上涨到 9.06 元/片，占

组件成本的比重也由 50.8%上升到了 60.7%，这种价

格上涨对东方日升的组件生产成本构成了较大压力，

也导致了资金流动性下降。2021-2023 年，生产环节

营运资金周转天数大幅下降，在此期间东方日升加

强了对其他应收账款的管理，提高了资金回笼速度

和付款效率，同时，2022 年东方日升数智化系统得

到了落实，因此能够更精准地预测市场需求，从而

调整生产计划，尽管在产品存货的金额在逐年增长，

但整体上看，数智化的运用使得库存更加合理，避

免了过度的资金占用，从而缩短了资金周转天数。 
技术人员在生产环节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们不仅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核

心力量，也是确保产品质量符合高标准要求的关键

把关。 
东方日升在异质结电池技术、0BB 电池技术等

方面的突破成绩，体现了技术人员在企业生产环节

中的重要性，以及企业对技术研发和创新有所重视。

根据东方日升的财报数据，近年来其技术人员数量

呈现增长趋势，但占比基本保持水平，如图 1 东方

日升 2019-2023 年技术人员数量及占比变化所示，

对比 2023 年同行业企业技术人员占比发现，东方日

升技术人员占比处于较低比例水平，如图 2 光伏行

业 2023 年新能源企业技术人员数量对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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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方日升 2019-2023 年技术人员数量及占比变化 

 

图 2  光伏行业 2023 年新能源企业技术人员数量对比 

表 4  东方日升 2019-2023 年销售环节营运资金构成及周转情况 

年份 
库存商品

（亿） 

应收款项

（亿） 

应收票据

（亿) 

预收款项

（亿） 

应交税费

（亿） 

销售环节营运资

金（亿） 

营业收入

（亿） 

销售环节营运资金

周转天数 

2019 8.15 30.84 1.56 8.01 1.91 30.63 144.04 76.56 

2020 6.70 37.27 1.55 0.48 1.60 43.45 160.63 97.37 

2021 12.25 26.11 0.56 0.04 2.74 36.15 188.31 69.11 

2022 29.05 31.29 8.95 0.11 2.74 66.45 293.85 81.40 

2023 23.41 44.18 12.19 0.14 2.52 77.12 353.27 78.59 

数据来源：根据东方日升年报搜集整理 

 

图 3  光伏企业 2019-2023 年资产周转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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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东方日升销售净利率与销售毛利率 

 

图 5  东方日升速动比率与流动比率 

 
2.2.3 销售环节 
东方日升 2019-2023 年销售环节营运资金构成

及周转情况见表 4。在全球光伏市场中，东方日升

凭借其领先的技术和优质的产品赢得了广泛的客户

认可和市场份额，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如巴西、匈牙

利、澳大利亚和哥伦比亚等地，取得了显著的出货

量增长，但海外销售的增加会涉及更长的交货周期

和收款周期，也会影响营运资金的周转。在销售过

程中为促进销售增长，东方日升采用了较为宽松的

信用政策，导致公司应收账款规模较大，同时也存

在坏账风险和资金回笼压力。 
东方日升的资产周转率在近年呈现波动趋势，

如图 3 所示。自 2020 年东方日升逐渐提高了其资

产周转率，并在 2022 年达到了高峰，随后出现下降

趋势。尽管在资产管理和利用效率方面取得了进步，

并成功缩小了与其他领先公司的差距，但在 2019-
2023 年与其他公司的比较中，东方日升的资产周转

率在多数年份中处于中等水平，表明其在资产管理

和利用效率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 
在 2019-2023 年东方日升销售净利率均高于行

业平均值，但整体却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如图 
4 所示。光伏产业对上游硅料、硅片等原材料的依赖

度较高，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时，东方日升的采购

成本增加，导致销售净利率下降，同时研发投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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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净利率 6.79% 1.47% -0.08% 3.25%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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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净利率行业均值 2.07% -2.79% -6.31% -2.64% -1.70%

销售毛利率行业均值 26.61% 21.06% 14.92% 13.52% 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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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无法直接转化为盈利能力，也影响了销售净

利率的提升。 
3 东方日升营运资金管理现存问题 
3.1 资金预算控制不佳 
资金预算控制与营运资金管理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关系，为了确保企业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力，

东方日升需要加强资金预算控制和营运资金管理的

协同作用。东方日升的资产负债率持续攀升，由 2019
年的 63.42%增长到 2023 年的 71.93%，不仅增加了

公司的财务风险，还会影响公司的再融资能力和市

场信誉。东方日升现金流状况也不容乐观，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出现了大幅下降，2023 年甚

至转为负数，公司在资金预算控制方面存在明显的

不足。公司依赖外部融资来维持运营，而缺乏足够

的内部资金来支持其长期发展。此外，东方日升的

定增项目进度缓慢也反映出其在资金预算控制方面

的问题。尽管公司成功完成了定增并募集了资金，

但部分项目的投资进度却远低于计划，例如，5GW
超低碳 HJT 电池片与 10GW 高效组件项目，原定于

2024 年 6 月投用，现因故延期至 2025 年 3 月；全

球高效光伏研发中心项目获股票增发募资支持，预

计延期 6 个月投用。 
3.2 短期偿债压力大 
东方日升的流动比率在 2019-2023 年呈现波动

趋势，如图 5 所示。一般认为流动比率保持在 2:1
以上较为理想，但东方日升的流动比率始终低于这

一标准，说明其占用的流动资产过多，短期偿债能

力相对较弱。东方日升的速动比率在 2019-2023 年

波动较小，在此期间均低于行业均值，进一步增加

了短期偿债的风险。 
3.3 数智化程度不均 
虽然东方日升已经与腾讯云等合作伙伴共同打

造了智慧物流解决方案，但在整个营运资金管理流

程中，数智化覆盖的程度并不均匀，比如在原材料

准备、成品包装、手工封装、人工测试等环节仍然依

赖人工操作和传统的管理方式，影响整体的生产效

率和协同效果。作为一家跨国企业，东方日升在不

同地区的生产基地面临不同的数智化进度和挑战。

在中国、欧洲以及北美地区，技术基础较好，人才储

备丰富，市场需求较大，对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的

要求较高，有利于数智化的快速推进。然而，在东南

亚、南亚、中东以及非洲市场，这些地区的市场和技

术基础相对较弱，人才储备和资金支持有限，并且

非洲地区的电力设施、网络设施等基础设施相对落

后，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等风险较高。 
4 数智驱动东方日升营运资金管理优化建议 
4.1 搭建专业资金预算管控平台 
为精准把控供应链数智化模式，企业管理层进

行营运资金管理时要全面打造资金预算管控平台，

将数据要素的主要作用发挥出来。在构建资金预算

管控平台的过程中，公司强调数据要素的核心驱动

力，致力于拓宽信息获取渠道，为预算的精细化制

定奠定坚实基础，以期大幅减少以往预算流程中常

见的误差。在应用资金预算管理平台期间，还可利

用数智化形式分析研判不同类型资金预算数据，通

过计算、关联、筛选寻找出数据间的背后逻辑，借助

经营目标的有效执行来开展预算编制，确保营运资

金管理绩效的准确性。定期通过预算管理系统自动

提取数据，分析资金预算执行偏差，评价资金预算

执行水平，加强预算考核及奖惩[9]。 
4.2 加强供应商关系管理 
在现实中，供应商主要通过采购业务流程和融

资渠道影响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前者表现为供应

商管理库存，后者表现为供应商融资[10]。一方面，

新能源行业具有技术更新快、市场需求波动大等特

点，利用供应商管理库存，建立定期沟通机制，确保

信息的畅通，明确风险共担机制如库存积压、销售

不畅等，降低供应商的风险的同时提高其积极性，

可以降低企业存货周转天数。另一方面，东方日升

应权衡收益与风险，适度利用供应商融资的方式。

供应商融资会影响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资金再分配，

因此企业应该在考虑供应商利益和企业财务风险的

前提下，尽可能利用供应商融资改善营运资金管理

绩效。 
4.3 加速企业数智驱动均衡发展 
构建全面的数智战略规划，构建全面的数智战

略规划，具体包括：（1）制定分阶段的数智化转型

目标，明确各环节的数智化任务。确保企业光伏产

品研发、制造、运维等各环节实现数智均衡发展。

（2）设立专项小组，负责数智化项目的推进和监督。

对东南亚、南亚、中东以及非洲市场进行深入分析，

包括市场规模、增长潜力、政策法规、贸易环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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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些市场光伏产业链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上游原

材料供应、中游制造以及下游应用市场的变化，推

出符合当地电网要求的光伏组件，以及适应不同气

候条件和安装环境的产品。加强区域生产基地信息

数据体系建设，提高数智技术在光伏发展滞后区域

的普及率，深化光伏项目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为东方日升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提供坚实的数据支

撑。（3）定期评估数智化转型效果，根据实际需求

调整策略。利用信息系统的数据处理能力，通过电

网运营商为东方日升提供精确的运行管理信息，促

进光伏资源的高效配置与精细化管理。 
5 结语 
本文根据东方日升数智化转型发展进程，从采

购、生产、销售环节展开分析，揭示了数智化工具在

提升营运资金管理效率显著作用，同时指出公司可

进一步优化营运资金管理的途径。未来，随着全球

科技浪潮的汹涌澎湃与新兴应用场景的层出不穷，

东方日升需进一步挖掘数智化技术的无限潜力，将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深度融合于企业的运

营管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及市场营销等各个环

节，构建起一套高效、智能、灵活的数智生态系统。

通过数智驱动决策，实现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高效利

用。然而，本研究仅以东方日升为例，样本数量有

限，未来可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涵盖更多新能源

企业，以验证数智化工具的普适性。此外，随着技术

的不断更新，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新兴技术如区

块链、物联网在营运资金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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