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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广西南宁三塘镇路东村，远远望去，
一排排深蓝色的太阳能光伏板整齐地架设在
村民屋顶上，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我
家屋顶大概有300平方米，安装了117块光伏
板。”路东村村民陆旭华用手机向记者展示着
他的“光伏账单”。记者了解到，该光伏屋顶
为免费安装，不仅可节省约 10 万元的安装
费，平均每年还可以生产近4万度的电，带来
2000多元的发电收益。

“随着光伏发电效率的提高和供应链价
格的持续下降，分布式光伏的经济性得以显
现，以前只能在1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布局，现在各地都能参与。”深圳创维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龙在接受《中国电
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4年，分布式光伏
将会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打造适合南方市场的

光伏产品

分布式光伏系统是指在用户场地附近建
设的，且以配电系统平衡调节为特征的光伏
发电设施，具有因地制宜、清洁高效、分散布
局等特点。户用光伏作为分布式光伏的一
种，通过将光伏电池板置于家庭住宅闲置屋
顶上或院落内，用户可获取发电收益分成或
屋顶租金收益，被认为是最贴近百姓生活的
能源方式之一。

当前，户用光伏发展步入增长快车道。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
度，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占新增装机总量的
52.1%，在分布式光伏装机中，户用光伏撑起

“半壁江山”，同比增长近100%。户用光伏的
重点市场正由原来的山东、河北等地向湖南、
湖北、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区转移。

如何打造一款适合南方市场的光伏产品？
“南方光照不如北方，户用光伏电站所带

来的经济效益较少。例如在山东和河北，每
户每年平均收益能达到2000元以上，而在南
方地区，每户有时只有五六百元的收益，这么
低的收益老百姓根本不想装。”马龙坦言，在
这种情况下，创维转变思路，将光伏电站由传
统的收益主导转变为功能主导，让光伏发电
系统的每个组成部分都产生价值。

他介绍，南方潮湿多雨，老百姓要自己掏
钱修建阳光棚，一个简易阳光棚的价格就要
两三万元，质量好的甚至高达十万元，并且还
要经常翻修。“基于老百姓对阳光棚的需求，
我们就研究如何让组件收益超出发电的收
益。我们的‘小阳楼’产品，将光伏板与屋顶

建筑相结合，组件可以当瓦，可以遮风挡雨，
支架可以作为建筑材料，相当于用最好的材
料为老百姓免费加盖了一层楼，所以颇受市
场欢迎，在光照条件不足的四川、重庆等地
也得到广泛应用。”马龙说。

据了解，创维目前已推出小阳楼、金装
房Pro、向阳院等六款户用光伏产品，以满足
不同地区、不同房型的用户需求，提高更多
屋面利用率。

分布式光伏配储

将成为趋势

光伏发电具有不连续、不稳定的特点。
白天发电晚上不发电，晴天发电阴雨天不发
电，云层的干扰还会造成不稳定输出的问
题。因此，要将起伏多变的光伏发电“开发

足”“输送好”并非易事。
“消纳是影响光伏发展的核心。”马龙指

出，电网对于新能源并不是无条件接纳，因
此一直存在因消纳不足，导致弃光的现象，
而配储则可以解决相关存电问题。

当前，分布式光伏配储面临三大问题。
一是成本问题。户用光伏电站的迅速普及得
益于光伏发电效率的提升和安装成本的降
低，而配套安装储能，将提高电站单瓦成本，

降低电站经济性。二是电网智能调度问题，
要想随时调用储能设备存储的电能，需要智
能微电网技术的支持，这需要和国家电网配套
措施协同创新。三是储能的安全管理问题。

“目前，我国储能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
段。随着峰谷价差的逐渐拉大，工商业光伏
配储储能经济性得到提升，需求快速增长，预
计2024 年迎来较大发展空间。而户用光伏
配储核心瓶颈将在 2~3 年内得以突破。目
前，创维已在山东德州进行高压配储试点，后
续将在东北、西北、南部、西南等区域推进。”
马龙称。

近两年，光伏行业的高景气度，吸引了各
行各业的企业跨界“追光”。创维已将新能源
业务打造成为创维集团的“第二增长曲线”。
创维集团财报显示，2023 年上半年，公司新
能源业务营业额达121.34亿元，超过了2022
年全年的119.34亿元，逼近其主营业务智能
家电的营业额。

马龙表示，光伏发电已成为我国新增发
电量的主体。自2023年以来，组件价格下降
得非常快，从1.9元降到0.9元，分布式光伏经
济性得以显现，以前只能在10余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布局，现在各地都能参与。预计
2024年市场保持稳定增长。

“未来，创维光伏将继续推动多元化绿色
低碳发展，拓宽新能源业务的应用场景，逐步
开拓工商业光伏、用电侧综合智慧能源管理
等业务，抓住市场风口，建成更多的电站。”马
龙表示，创维将不断布局并延长光伏产业链，
拓展至光伏支架、组件、逆变器和储能业务的
研发与生产制造，全方位提升综合实力。

分布式光伏破解“水土不服”

本报讯 记者张维佳报道：1月5日，江
淮钇为旗下纯电车型“花仙子钠电版”正式
向用户批量交付。这标志着电动汽车迎来
钠电时代。

据了解，江淮钇为是安徽江淮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汽集团”）旗下
的新能源乘用车品牌，于2023年4月正式发
布。2023年2月，江淮钇为发布行业首台钠
离子电池试验车，并于4月在上海车展上展
出了旗下首款车型钇为3的钠电版本。

此次交付的“花仙子钠电版”电动车搭
载由中科海钠供应的 32140 钠离子圆柱电
芯。该电芯单体容量12Ah，能量密度超过
130Wh/kg，采用铜基层状氧化物和无定形
碳技术路线，低温性能和倍率性能突出。

该款电动车的壳体采用江汽集团自主
研发的电池包，采用了蜂窝电池安全结构，
整个电池包容量达23.2kWh，CLTC续航里
程达到230公里，百公里电耗水平接近10度

电。据透露，2024年下半年，江淮钇为还将
推出300公里续航的钠电版车型。

记者了解到，钠离子电池与锂离子电池
工作原理相似，主要依靠钠离子在正负电极
之间移动来工作，是一种二次电池（可充电
电池）。相比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具有
理论成本低、资源丰富等优势，在低速电动
车和小型灵活储能等方面拥有很大的应用
空间，未来可成为大规模储能和中低续航新
能源汽车的潜在技术。

当前，我国在钠离子电池的研发方面走
在世界前列。中科海钠执行董事长唐堃告
诉《中国电子报》记者：“我们的产品性能目
前是世界上最领先的，电池的循环周数能达
到6000次，而行业平均值一般在2000次左
右。更难能可贵的是，我国拥有钠离子电池
技术的核心专利，在欧盟、美国、日本获得授
权。可以自豪地说，我国在钠离子电池领域
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实现了底层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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