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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转型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转型
——业界热评《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

本报记者 赵晨 张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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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征求意见 4 个月后，11 月 20 日，工
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光伏制造行业规范
条件（2024 年本）》（以下简称《规范条件》）
和《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2024
年本）》，明确引导光伏企业减少单纯扩大产
能的光伏制造项目，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
品质量。

业界专家及主要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
新版《规范条件》的更新，顺应了行业发展最
新趋势，不仅提高了行业发展的技术门槛，还
强调了知识产权保护、绿色发展及企业社会
责任等多方面的内容，实操性极强，对于构建
良性的产业生态体系具有深远影响。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江华指出，
虽然《规范条件》是“引导性文件，不具有行政
审批的前置性和强制性”，但其科学引导作用
不容忽视，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有望获得
能源、出口、金融等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同
时，规范名单也将实行动态管理、“有进有
出”，符合要求的企业将持续被纳入，而不达
标者也将面临被撤销的风险。

时隔三年再次修订

近年来，我国光伏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我
国取得全球竞争优势、实现端到端安全可控、
有望率先成为高质量发展典范的新兴产业之
一。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等主要环节
产量同比增长均超过了30%，光伏新增装机
达到约102.5吉瓦，同比增长30.7%。

然而，行业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进
入了新一轮的震荡周期，面临产业阶段性供
需失衡、产业链价格下滑、企业经营承压等问
题。对此，行业内部在积极倡导加强自律的
同时，也迫切希望宏观行业管理政策优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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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了解到，《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
自 2013 年首次发布以来，先后于 2015 年、
2018年、2021年进行了3次修订，每一次均根
据现行发展阶段实时调整与修订。截至
2023 年年底，已累计公告 12 批共 329 家、撤
销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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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于此前的版本文件，新版《规范条
件》主要有六方面修订，包括避免低水平重复
扩张、提高技术指标、加强产品质量和知识产
权，推动绿色发展、统一相关标准、实行动态
管理等。

科学提高产业门槛

记者关注到，在项目资本金比例方面，

2021 年版的《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提
到，“新建和改扩建多晶硅制造项目，最低
资本金比例为 30%，其他新建和改扩建光
伏制造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为20%”。而
新版《规范条件》删除了对多晶硅制造项目
的资本金比例要求，将所有光伏制造行业，
新建和改扩建光伏制造项目资金准入门槛
统一定在了30%。

“这向企业释放了避免单纯追求规模
化、谨慎扩产的信号。”江华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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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最低资本金比例将有利于对
行业进行规范，有利于加速淘汰一些落后
产能。

同时，在工艺技术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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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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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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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提升至 P 型电池、
组件效率不低于23.2%、21.2%，N型电池、组
件效率不低于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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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提升至P型电池、组件效率不低于
23.7%、21.8%，N 型电池、组件效率不低于
26%、23.1%。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N型电池的光电转
换效率，《规范条件》规定现有项目N型单晶
硅电池的平均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25%，新
建N型单晶硅电池的平均光电转换效率不

低于 26%。该标准低于现今部分企业所宣
传的光电转换效率。如此设定主要是出于
哪些考虑？

对此，江华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
访时透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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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宣传，但入库时严重降档的问
题。鉴于此，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专门邀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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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出业内N型TOPCon单晶电池
平均效率为25%。

“目前以TOPCon为主的光伏电池测试
效率大幅高于入库效率的现象是不正常、不
规范的，应尽快使其回归真值。该指标取值
更加贴近行业实际，对引导企业科学标定具
有重要意义。”江华表示，政策发布后，相关
部门也将对公告企业产品进行不定期市场
抽查，连续两次产品抽查不合格的企业，将
撤销其公告资格。光伏电池和光伏组件是
否存在效率虚高标定的问题，也会作为重点
抽查项。

“《规范条件》为行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
方向，实操性极强。”天合光能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提高光电转换效率，降低度电成本
是光伏行业永恒的话题，光伏转换效率每提
高 1%，意味着系统成本和生命周期度电成
本都有明显降幅。天合光能正通过加大研
发投入、加强技术创新，推动产品持续稳步
提效。截至目前，公司已28次刷新光伏电池
转换效率和组件输出功率；自主研发的N型
i-TOPCon电池最高效率达到26.58%，创造

了大面积产业化N型单晶硅TOPCon电池
效率新的世界纪录。

此外，新版《规范条件》对知识产权的
要求也有所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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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正由光伏制造大国加速迈向制造
强国，进入‘领跑’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保
护核心专利和知识产权，构筑创新‘护城河’
至关重要。”国检集团国家太阳能光伏（电）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主任王冬在接受采
访时指出，这旨在避免出现产能简单叠加和
低水平重复建设，彰显了行业高度重视专利
保护的趋势，为优秀企业提供有力保障，同
时，也会激励更多企业加大创新力度，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共同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竞
争，实现健康发展。

江华同样认为，行业陷入非理性竞争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有
效保护，导致跨界企业纷纷入局。而加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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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新版《规范条件》延续了此
前版本的核心理念，旨在通过政策引导，在
技术指标、产能利用等方面提出要求，从而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王冬分析道，文件着重
引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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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产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转型。

针对性回应企业关切

《规范条件》（征求意见稿）发布于今年7
月9日。记者综合采访与梳理发现，相较于
征求意见稿，此次发布的正式版本具有多项
变化，主要涉及新一代太阳能薄膜电池钙钛
矿电池和绿色生产等方面。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以下简称
“工信部电子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规范条
件》公开征求意见工作得到了业界的积极响
应，在征求意见期间，工信部电子司收到了多
项修改意见和建议。工信部电子司根据产业
发展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经过深入讨论研
究，采纳了相关建议。

具体来看，在工艺技术其他薄膜组件中，
《规范条件》中增加了对于钙钛矿组件转化效
率的要求，现有不低于 14%，新建不低于
15.5%。这也是钙钛矿组件转化效率首次被
纳入《规范条件》中。

“随着技术持续突破，钙钛矿电池商业
化进程加速，不少企业已着手建立GW级产
线，产业链正在进行量产化探索。为顺应这
一趋势，正式版本中增加了相关指标。”江华
介绍道。

上述天合光能相关负责人称，当前，N型
TOPCon电池已成为行业主流，且将在未来
5年内保持主导地位。“放眼更远的未来，当
行业突破晶硅电池极限进入下一个技术时代
时，TOPCon+钙钛矿叠层电池技术将展现出
更强劲的生命力，实现超过 30%的电池效
率。”该负责人表示，天合光能将开源贡献实
践成果，不断为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
新方法、新途径。

与此同时，在光伏制造项目生产水耗
方面，正式版本《规范条件》亦有所调整，在
明确新建和改扩建项目水耗的同时，增加
了再生水使用率的要求。如，新建和改扩
建硅片项目水耗低于 540 吨/百万片且再生
水使用率高于 40%，新建和改扩建电池项
目水耗低于 360 吨/MWp 且再生水使用率
高于40%。

江华表示，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可持续
发展的背景下，光伏制造行业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推动
能源转型的重要支撑，而加强光伏制造行
业自身的环保和可持续性，则是符合其行
业定位的必然要求。前期光伏产能较小，
对水资源占用率较低，近年来光伏制造行
业发展迅猛，产能规模快速扩张，导致水资
源消耗量也随之激增。由此可见，作为绿
色能源的光伏，在生产过程随着技术的创
新和市场的拓展，也需重视环保，提高再生
水使用率，促进光伏制造行业整体能效的
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