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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高效和智能是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

光伏行业是我国少有的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实现端到端自主可控、并有望率先成为高质量发展典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推动我国能源变革的重要引擎。在第十
七届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展览会（SNEC2024）召开之际，中国电子报约请权威专家和领军企业，解读发展趋势，分享经验成果，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为产业合作
创造契机。（详见5~7版）

中国光伏行业发展现状

光伏应用市场超预期发展。2023 年光
伏新增装机容量高达 216.3GW，同比增长
147.5%，新增装机容量已连续11年位居全球
首位，2023年全球占比更是历史性地超过了
55%。截至2023年年底，我国累计光伏装机
容量超 600GW，连续 9 年位居全球首位，占
全球比例接近40%，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
大光伏市场。2024年1—4月，光伏应用市场
稳步扩大，新增装机容量 60.11GW，同比增
长24.4%。

制造端规模快速扩大。2023 年我国光
伏制造端规模保持快速扩大态势。在多晶
硅、硅片、电池片、组件四个主要环节，近十年
来我国的产能和产量均增长超过十倍，四大
产 品 产 值 超 过 1.7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1%。在产能方面，截至2023年年底，各环
节已分别达到230万吨、953.6GW、929.9GW
和 920GW，产能全球占比均超过 80%，最高
的硅片环节超过97%，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
一。在产量方面，2023年我国各环节产量分
别 为 147.2 万 吨 、668.3GW、591.3GW 和
518.1GW，分别占全球的91.6%、98.1%、91.9%
和 84.6%。2024 年第一季度，制造环节继续
保持增长态势。据初步测算，我国（指我国企
业在国内的基地）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
量 分 别 约 为 52 万 吨 、240GW、173GW 和
138GW，同比增长分别为 92.6%、108.7%、
64.3%和48.9%。

光伏产品出口量增价减。2023 年我国

光伏产品出口量 （硅片、电池片和组件）
分别为70.3GW、39.3GW 和211.7GW，分
别同比增长93.7%、65.1%和37.8%。光伏产
品出口总额 （硅片、电池片和组件） 约为
484.8亿美元，同比下降5.4%，硅片出口额
为48.6亿美元，电池片出口额为40.1亿美
元，组件出口额为396.1亿美元，占比分别
为 10.0%、8.3%和 81.7%，分别同比下降
4.1%、同比增长 5.2%和同比下降 6.5%。
2024年第一季度，硅片、电池片和组件出
口额分别为 6.33 亿美元、6.89 亿美元和
83.39亿美元，分别同比下降51.8%、44.8%
和29.5%。硅片、电池片和组件出口量分别
为 14.4GW、13.3GW 和 62.8GW，分别同
比增长13.6%、36.3%和22.6%。

技术“提效”与“降本”同步发展。
在主要环节技术领域，光伏产业技术发展
将实现“提效”与“降本”的同步发展与
有机结合。在提效方面，电池片将通过对
高效技术的持续研发与创新，实现从p型
到n型的迭代；组件领域通过采用高密度
封装和特殊材料焊带等技术，辅材辅料领
域通过推动高质量定制化专用材料应用，
设备领域通过稳定量产和提高智能化水平
等方式共同实现效率的持续提升；在降本
方面，将通过提升多晶硅还原热利用率、
应用大尺寸硅片、降低硅片厚度、应用超
多主栅、采用银包铜、铜电镀等贱金属电
极等先进技术及工艺推动产业关键指标不
断优化，有效降低各环节成本。行业将贯
彻降本技术重点应用在具备最高效率潜力
的技术领域以提升降本效果的原则，实现

“提效”与“降本”的有机结合。

行业热点问题

供需形势严峻，光伏产品价格大幅下
滑。受光伏产业持续高速增长的拉动，行业
内企业扩产意愿强烈，随着产能的快速释放，
市场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的局面，造成一定
的供需失衡与价格快速下降。以组件中标价
格为例，从2023年年初的1.6元/W降至年底
的0.9元/W，下滑幅度超过40%，甚至低于部
分企业生产成本，企业盈利能力随之下滑。

应用端消纳成为瓶颈。2023 年我国风
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首次突
破 15%，随着光伏装机量的迅速提升，应用
端消纳成为瓶颈。消纳不足有一定技术原
因，但更多的是电网管理体制和机制问题。
在集中式光伏方面，沙戈荒项目主要分布在
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地区，这些地区
网架薄弱，当地无消纳空间，且外送受安全
约束的限制，高效消纳面临挑战。在分布式
光伏方面，配电侧可接入容量有限，特别是
农村电网普遍薄弱，而且大部分地区没有对
分布式光伏进行数据采集，无法实现灵活性
调度。

电力市场化交易带来收益不确定性。
目前光伏电站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已成基
本趋势，大部分省份已开展或正在推动建设
电力市场，其间存在各省份进度不同步、规
则差异较大的现象，对企业进行电站开发及
项目收益率预测相关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难
度，峰谷时段调整使得工商业分布式收益模

型遇到挑战。
对外贸易形势依然复杂。近年来，我国

企业面临的贸易壁垒情况依然严峻复杂。
美国等国家持续强化原有贸易壁垒，土耳
其、巴西等多国开始构建新的贸易壁垒，
2024年美国、印度等国家的贸易壁垒豁免政
策也存在调整的可能，也进一步加剧了我国
产品出口的不确定性。绿色贸易壁垒欲重
塑全球竞争格局。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
严峻，各国通过颁布严格的标准，设立繁多
而复杂的评定程序，形成绿色贸易壁垒，国
内光伏产品出口将面临巨大挑战。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我国风电、光伏等资源丰富，发展新能
源潜力巨大。要适应能源转型需要，进一步
建设好新能源基础设施网络，推进电网基础
设施智能化改造和智能微电网建设，提高电
网对清洁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高
效、智能是光伏未来发展的方向，关于推动
行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高效化。进一步推动全产业链高效技
术与先进工艺的研发与应用，尤其是在基础
性、前沿性、颠覆性领域的技术布局。在主
产业链环节，通过进一步提高高效电池与组
件效率水平，在辅材辅料领域推动高质量定
制化专用材料应用，在设备领域优化稳定量
产效率及提高智能化水平等方式，实现高效
技术路线的持续迭代。

自主化。在制造端，进一步突破银粉、
POE粒子、高纯石英砂、IGBT、主控芯片等

一批核心关键产品与技术，推动产业链全面
自主化；在应用端，重点突破应用设计软件、
气象服务数据库、电力市场交易辅助软件等
涉及行业核心数据的配套数字平台技术，加
速推动自主化供应进程。

绿色化。进一步强化在产业、应用、管理
等领域的绿色化转型。在相关领域，进一步
推进光伏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研究，推动中
外在光伏产品碳足迹方法论上的互认。在产
品设计、生产制造及回收等领域，加强绿色、
高效、节能、降耗等材料和技术的应用，推动
无氟背板、无铅焊带等绿色材料的进一步研
发应用，研究退役光伏组件资源化利用的技
术路线和实施路径，加快资源综合利用。同
时，健全 ESG 治理架构与管理制度，加强
ESG培训及理念宣贯，提高行业对ESG工作
的认识和重视。

智能化。进一步推动光伏行业智能化升
级，制造端进一步借助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以及数字化管理技术与设
备的结合，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信息化和
智能化。应用端加强光储端信融合发展，实
现光伏与新型储能、重点终端应用关键技术
（如光伏制氢等）融合发展，适配源网荷储一
体化、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等新兴应用场景
的建设。

我国光伏产业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
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要实现光伏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相信通过行业内外的团结协作，
我国光伏产业链有望实现提质增效，实现高
效化、自主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刘译阳

（上接第1版）
朱共山指出，光伏产业将呈现三大新

特征：一是现有市场错配反馈不影响产业
高成长性趋势，光伏需求仍将维持高位增
长但增幅略有放缓；二是产业进入新质生
产力时期，光伏技术革命性突破窗口期来
临，带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
转型升级同步发生；三是光伏将深度嵌入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形成电网互济、源网
荷储平衡发展、光储氢醇氨、光储充换算
检云一体化的耦合新路径。

“当前全球光伏需求仍然巨大，光伏
最终会成为行业的主力能源担当。”隆基
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表示，要解决现存问
题，还是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
入 手 。 一 方 面 ， 光 伏 产 业 规 模 不 断 扩
大、成本不断降低，核心驱动力还是技
术创新。光伏行业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促进产业良性发展；另一方面，
光伏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从集中式电
站到光伏屋顶、光伏建筑，但是光伏用
于建筑领域的标准目前还不成体系，标
准建设严重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因此，
全行业需要共同努力推动适配不同场景
的产品标准化工作。

“光伏前途无量，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
要把握好节奏。”上迈新能源董事长施正荣
指出，光伏发电行业的未来确定性强，希
望政府适时给予一些引导。

“光伏+储能”前景看好

在甘肃省张掖市三墩滩广阔的戈壁上，
一排排深蓝色的太阳能光伏板在阳光的照
耀下泛起层层“涟漪”，不远处，一排排形似

“集装箱”的“超级充电宝”正默默吐纳着磅
礴的电能。

作为一种储存和释放能量的技术，储能
被认为是解决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间歇性及
波动性，促进消纳，减少弃光、弃风现象的重
要手段。宁德时代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电
子报》记者，储能对光伏等新能源的赋能作
用主要体现在提高供电稳定性、平衡电力供
需、优化能源结构等方面。

据介绍，储能系统可储存光伏等新能源
在发电高峰时段产生的多余电能，并在用电
高峰期或新能源发电不足时释放。这既能应
对新能源发电的随机性、波动性和碎片化、
提高供电稳定性，又可实现削峰填谷、平衡
电力供需。此外，光热储能、V2G技术、光储
充一体等“储能+”模式，拓宽了储能技术在
新能源领域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提高了电力
系统的运行效率和调节能力。

“储能的加入能够更好地赋能光伏等新
能源。多场景光储融合技术的兴起，为新能
源行业的转型破局提供了新的思路。”比亚
迪相关负责人表示，不过，目前光伏+储能应
用推广还面临着诸多难点和挑战。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第
一季度末，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项目
累计装机规模达 35.3GW/77.68GW·h。其
中，作为新型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锂电储
能市场需求旺盛。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
据 ，2023 年 我 国 锂 电 池 总 产 量 超 过
940GW·h，同比增长 25%，其中，储能型锂
电池产量占比约 20%。今年 1—4 月全国储
能型锂电池产量超过48GW·h。

业内普遍认为，下半年，全球储能需求仍
将保持旺盛态势。全球储能需求主要分布在
中国、北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及新兴市场。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步伐的加快，各国对可再
生能源的依赖程度逐渐提高，进而推动储能
需求的增长。预计2024年，全球储能新增装机
有望达到71GW/167GW·h，保持高增长态势。

随着上游材料价格的调整结束及去库
存进入尾声，储能产品的价格有望趋于稳
定。在需求启动和经历合理的库存消化后，
产业链价格可能重启上升通道。尽管市场需
求持续增长，但储能行业的竞争也将进一步
加剧。企业需要明确的市场定位，提升自身
技术实力，以应对市场竞争的挑战。

“从需求端看，随着储能系统报价的下
行，储能的经济性将进一步提升，从而推动装
机需求量的增长。从供应端看，低成本、长寿
命、构网型成为储能系统追求的技术方向，这
将进一步提升储能产品的竞争力，加速其商
业化进程。”科华数能相关负责人分析道。

“未来，储能的度电成本一定会降低到
0.1 元以下，当光伏+储能的度电成本低于
0.3元，真正的能源革命就会实现。光伏和储
能将构成‘新煤炭’，推动能源加速转型。”远
景储能相关负责人说道。

去海外寻找新商机

从硅料到组件，我国光伏制造各环节正
在加速“走出去”。协鑫科技全资子公司协鑫
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与穆巴达拉主权基金
旗下全资子公司 MDC POWER HOLD-
ING COMPANY LLC签订合作协议，探讨
合作开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个多晶硅生
产设施；正泰新能泰国基地首个硅片项目正
式投产；晶澳科技越南基地 5GW 电池项目
在建……

“走出去才能危中寻机。”已成为光伏行
业的共识。在《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中，多
位光伏企业负责人表示，海外项目投资仍将
是2024年的重点方向。

“当前，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中国光伏
全面出海成为必然。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新
一轮光伏出海中，绿色低碳成为最重要的全
球通行证。”朱共山指出，碳足迹成为产品全
球竞争力的“硬约束”指标。只有超低碳足迹
与严格的碳链管理才有未来。

高纪凡表示，要站在国际国内双循环或
协同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未来应在创新上构

建全球的融合体系，在产业上打破壁垒。
“出海有风险，不出海风险更大。”晶科

能源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说，“兵来将挡，水
来土掩”“不把鸡蛋放一个篮子，不过度依
赖单一市场”是晶科对于出海所秉持的态
度。同时，晶科能源会加强自律和合规性，
尊重并遵守既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和
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前瞻性设计，充分论
证，谨慎部署。

晶澳科技相关负责人则表示，我国光伏
企业在布局海外市场时，要从产品技术、供
应链建设、品牌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
积极与国际接轨。“长久以来，我国光伏企业
在全球市场上侧重于硬实力的建设，在对外
软实力及品牌吸引力打造方面还需要有更
大的投入和提升。同时，还要注重加强国际
合作与交流，共同开展跨国经营和技术创
新，并注重培养具备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沟
通能力的人才。此外，对外布局的产能在选
址和覆盖范围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提升。要根
据全球市场的需求和分布情况，优化全球生
产和供应链布局，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
效利用。”该负责人说道。

“印度、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越发重视本
国的产业链自主性与可控性，倒逼我国光伏
企业从单一的技术、产品出海，向包括设备、
原材料等在内的全产业链出海转变。”朱共
山预计，3~5年，中国光伏行业将完成第一阶
段的全产业链出海。

随着我国“双碳”战略的深入推进与全球能源转型步伐的加快，光伏行业作为清洁能源领域的核心力量，正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尤其是在数智化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大背景下，光伏行业的数智化升级已成为释放行业
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光伏行业的产品创新周期也越来越短，如何快速响应下游需求、更好
地提质增效，增益市场价值回归，成为当前光伏行业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