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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就修订后的《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和《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
（2024年本）》（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范条件》《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引发业界广泛关注。《中国电子报》约
请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江华对《规范条件》《管理办法》进行解读。

本报记者 张维佳

问：本次修订的背景及主要考虑是
什么？

答：《规范条件》自 2013 年发布以来，
根据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先
后于 2015 年、2018 年、2021 年适时进行修
订，通过政策引导并在技术指标、产能利
用、生产能耗等方面提出要求，促进光伏
产业升级发展。截至 2023 年年底，已累计
公告十二批共329家、撤销七批共120家光
伏行业规范企业名单，名单涵盖光伏制造
业主要环节 60%以上骨干企业，并被应用
单位、电站企业、金融机构及有关方面等
广泛应用，有效促进了行业转型升级和健
康发展。

目前，在行业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
进入了新一轮的行业震荡周期，产业阶段
性供需失衡、产业链价格快速下滑、企业经
营承压。对此，行业呼吁在加强行业自律、
减少行业内卷的同时，也需要在宏观行业
管理政策层面优先支持有技术、有品牌、有
自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引导避免低水平盲
目扩张，优化光伏产业发展环境，包括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统一相关标准、提升产品质
量等。修订后的《规范条件》《管理办法》顺
应了行业发展需要和技术发展最新情况。

问：修订主要涉及哪些方面内容？
答：通过与 2021 年本规范条件进行对

比，总结主要修订点如下：一是继续引导光
伏企业减少单纯扩大产能的光伏制造项目，
避免低水平重复扩张。二是提高部分技术
指标要求。三是加强质量管理和知识产权
保护。四是引导提升绿色发展水平。五是
鼓励参与标准制（修）订工作。六是加强规
范名单的动态管理。

问：在避免低水平重复扩张方面有哪些
具体举措？

答：在目前光伏供需形势严峻的情况
下，加强供给端的调控是加快推动供需恢
复平衡的关键举措，为此，《规范条件》继
续引导光伏企业减少单纯扩大产能的光
伏制造项目，避免低水平重复扩张。同
时，对于除了多晶硅之外的新建和改扩建

光伏制造项目，也将最低资本金比例由
20%提升至30%。

问：具体提高了哪些技术指标要求？
答：《规范条件》结合行业技术发展趋

势，提高了相关产品技术指标。同时，基于
N型单晶电池和组件逐渐成为技术发展主
流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对于N型电池、组件
等产品相关要求。如将现有单晶硅光伏电
池、组件项目平均效率指标分别由不低于
22.5%和19.6%提升至P型电池、组件效率不
低于23.2%和21.2%，N型电池、组件效率不
低于 25%和 22.3%。新建单晶硅光伏电池、
组件项目平均效率指标分别由23%和20%提
升至 P 型电池、组件效率不低于 23.7%和
21.8%，N型电池、组件效率不低于26%和
23.1%。现有项目P型和N型电池、组件平
均效率值为行业平均水平，新建项目P型
和N型电池、组件平均效率值综合考虑了
行业先进水平以及政策发布实施后行业可
以达到的指标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异质结电池相对
于其他N型电池技术，对N型硅片的技术指
标要求宽容度更高，因此单独制定了异质结
电池用N型硅片的技术指标；其二，目前行
业内存在以TOPCon为主的N型单晶硅电
池产线测试效率达到26%及以上，在入库时
严重降档的问题。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就此
专门邀请政府主管部门、行业专家、主要企
业、第三方检测计量机构座谈交流，并基于
第三方机构测试数据，测算业内N型TOP-
Con 单晶电池平均效率为 25%。据此，《规
范条件》中规定现有项目N型单晶硅电池平
均效率不低于25%，指标值符合行业实际。
同时，该指标取值方法对引导 N 型单晶电
池、组件效率科学准确标定、促进行业长期
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问：在加强质量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方
面有何考量？

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避免资本无序
扩张、提升产品质量、稳定产品价格的有效
途径。为此，《规范条件》在前期引导企业
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基础上，丰

富知识产权保护等要求，提出光伏制造企
业应具有应用于主营业务并实现产业化的
核心专利，研发生产的产品应符合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且近三年未出现
侵权行为的要求，鼓励企业按照《企业知识
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完善相关体系建
设。同时，强调对产品高可靠、长使用寿命
的要求，将工艺及材料质保期由 10 年提升
至12年，提升产品衰减技术指标，并增加可
靠性试验要求。

问：如何引导产业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答：《规范条件》进一步丰富了绿色制造

内容，引导产业持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如
提高现有及新建多晶硅、硅锭、硅棒、硅片、
电池、组件项目电耗和水耗指标，强化企业
生产过程绿色化要求，鼓励企业参与光伏行
业绿色低碳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引导
企业开展光伏产品回收利用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应用，增加了光伏产品碳足迹核算等要
求，鼓励企业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
体系等认证，开展环境、社会和治理（ESG）
信息披露工作。

问：鼓励企业参与标准制（修）订工作有
何具体举措？

答：提升标准供给水平是提升我国光伏
产业发展“软实力”的关键。为此，《规范条
件》鼓励企业参与太阳能光伏领域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等制（修）订和国际标准化活
动。加强《太阳能光伏产业综合标准化技术
体系》实施。鼓励晶硅组件外形尺寸满足

《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外形尺寸及安装孔
技术要求》要求。

问：如何加强规范名单的动态管理？
答：对于加强规范名单的动态管理，“有

进有出”是充分发挥政策实施效果、提升
政策实施水平的必要举措。为此，《规范条
件》对于撤销公告资格的情况，专门增加
了“未按要求提交自查报告”的条款，一
是与《管理办法》中按时提交年度自查报
告的要求相呼应；二是通过强化政策约束
提升行业监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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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将光伏技术运用于空调产品，海尔也

在尝试，并于2023年研发推出了太阳能空
调，产品采用光伏MPPT和直驱变频技术，
实现了光伏发电利用率95%。事实上，它是
一种自带太阳能组件的空调，直接与空调
的供电系统相连，也配有室内机和室外
机。空调会交替使用电网提供的交流电和
太阳能组件产生的直流电，产品比传统空
调最高节约能耗90%。

在今年的广交会上，海尔展示了太阳
能空调二代产品，相比一代，增加了更多接
口，增加了余电储能功能。据悉，目前南
亚、中非、拉美、欧洲客户都对太阳能空调
非常有兴趣，该产品已在巴基斯坦上市。

不过以上两款产品，初期包括光伏组
件、储能设备和智能控制系统等的成本都
相对较高。且对于城市高楼耸立的场景来
说，光储空调的光伏组件无法很好地布置，
目前来看转化效率并不太高。

不过“光储空调（太阳能空调）”等技术
突破，促进了光伏发电、储能与空调三者的
结合，将空调从用电设备转变为发储用管
电一体化智慧能源系统，不仅让能源使用
效率得到了提升，更加速了传统能源向清
洁能源的转换步伐。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鲁建
国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光储与家电的结合，广义上是太阳能发电、
电池储电、家电用电的三结合，这是今后家
居的发展趋势，未来的新兴住宅可以按这
个思路发展，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具体实践，
也是长期目标。

业内人士认为，“光储+家电”产品的
融合拓展了光伏发电的应用场景，增加了
市场需求。而通过储能技术，光伏发电可
以更好地与家电设备的用电需求匹配，实
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同时也在促进提高光
伏发电的效率和稳定性，降低储能成本，促
进整个光伏行业的技术升级。

“目前，由于有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带
动，光储与家电的结合在技术上不成问题，
主要是在具体实施上的困难，涉及建筑、装
修、能源、家居以及家电等多行业的合作。”
鲁建国坦言。

全屋家电有望

接入家庭光储系统

如今，美的、TCL、华为、海尔、格力等
企业，或者在光伏赛道上研发光伏家电单
品，或者聚焦家庭绿电整体解决方案，让光
伏屋顶与屋内家电、充电桩等一体互联。
在业内专家看来，这些尝试不仅为智能家
居空间增添了靓丽的“绿色”，对于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成本也具有积极意
义，符合现代家庭对能源管理的需求。

记者了解到，其中，针对别墅大宅的绿
电解决方案居多。“安装了全屋光储系统
后，全屋家电优先由光储系统供电，一年能
抵几千元电费支出。”这是不少别墅业主给
出的账单。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别墅区业主选择
安装别墅绿电系统。别墅家庭空间大，容
纳的家电和用电设备更多，相比普通家居
空间，对用电功率的要求更高，甚至很多
别墅还带有恒温泳池、私家酒窖、汽车充
电桩、安保监控设备，需要不断电运行。
面对以上这些大功率用电装备和设施，别
墅家庭通过光伏发电确保用电安全和错
峰用电，保障用电体验，减少电费支出。

记者从美的光伏公司了解到，其推出

的美墅/别墅绿电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包
括供电、供热、储能和充电桩一体化的清洁
能源系统，实现零碳能源供应与智能调
度。该方案以“1+5S智慧云平台”为核心，
通过1个手机端管理平台——美居APP实
现全链路一屏掌控、高效管理；5智能模块
涵盖聚能屋顶、智慧储能、零碳充电、智能
用电以及智慧供热五大智能模块，满足别
墅不同生活场景的智慧用能需求。

据悉，该别墅绿电解决方案经过无人
机精准测绘、别墅信息录入、家庭用电数
据上传、个性化设计方案输出、电气接入
方案设计，最后形成别墅绿电报表，进而
完成设计、施工、并网、运维全链路数智化
服务。

华为针对别墅用户也推出了 24H 绿
电解决方案，套餐产品包括光伏板、逆变
器、储能柜，以及智能光伏 APP。TCL 光
伏科技的“零碳美墅”光储充方案，由专业
设计师操刀，同时配备储能系统和充电
桩，为业主创造绿色、低碳、智能的高品质
生活。

目前，诸多光伏和储能企业纷纷推出
类似产品，例如阳光新能源推出 iHome-
Pow家庭绿色能源方案，华宝新能发布全
场景全栈式家庭绿电解决方案等。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光伏发电成本下
降到“平价”这个节点之后，整个产业着眼
点也由“光伏平价”转向“光储平价”，光储
融合将为全球能源转型描绘出更为广阔的
前景。这些企业当前关注的“别墅绿电解
决方案”，正是注意到后平价时代提高绿电
自用比例这一巨大市场机会。

如今，光储+家居家电的融合发展是
大势所趋。美的光伏市场部负责人王倩在
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
模式一定会趋于成熟，但还需要时间。”峰
谷电价政策的推动正在改善电力供需，构
建新型电力系统、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户用光储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
要作用。目前已有部分区域用户在屋顶安
装太阳能光伏电站，配置储能电池，为家庭
负载持续提供绿色电力。

在王倩看来，家电家居与光储技术的
结合发展，不仅可以让具有节能环保和能
源管理功能的家电产品更具竞争力，也将
提高光伏发电的效率和利用率，同时间储
能技术也能大大降低用电成本，实现能源
的高效利用。

家电企业鉴于其制造能力、成本优势、
渠道优势，能够充分向光伏储能+家电产
品的上下游延伸，打造完整的能源应用与
调度产品应用于企业及普通家庭。正因为
如此，海尔、美的、格力等家电企业成为上
述探索的排头兵。

不过家庭绿电套餐目前仍价格不菲。
以华为的家庭绿电套餐价格为例，30平方
米到100平方米的屋顶面积，对应的套餐
价格在13万元到35万元。

从目前来看，户用光储系统主要受众
仍然是高端人群，暂未大面积推广开来。
有别墅业主表示：“这是一个前期投入，然
后慢慢回本的过程，基本需要10年左右的
时间。”

华为智能光伏产品管理部部长钟明明
表示，未来十年，“光伏+储能”将成为整个
光伏行业发展的核心主题。在光伏走向平
价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走向主力电。此
前德国新增户用光伏装机中50%占比的用
户选择了加装储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等国家区域在“光伏+储能”的装机比例也
在不断升高，未来国内的储能规模化会比
海外来得更快。

智能家电+光储技术，一场绿色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