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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电子

全球规模最大钙钛矿光伏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力神电池签约制造业中规模最大工商储能项目

比亚迪与台铃达成锂电池战略合作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上调今年装机预测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上调今年装机预测

本报讯 记者张维佳报道：12 月 5 日，
记者从 2024 光伏行业年度大会上获悉，
1—10 月，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
量同比增长均超 20%，制造端（不含逆变
器）产值约 7811 亿元，同比下降 43.17%；新
增装机 181.3GW，同比增长 27.2%，电池和
组件出口量分别同比增长41.8%和15.9%。

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光伏行
业 协 会 决 定 上 调 2024 年 装 机 预 测 ，将
2024 年 全 球 光 伏 新 增 装 机 预 测 由
390GW~430GW上调至430GW~470GW，将
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预测由190GW~220GW
上调至230GW~260GW。

具体来看，在制造端，今年前10个月我国
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产量同比增长均
超过 20%。其中，多晶硅产量约 158 万吨，
硅 片 产 量 约 608GW，电 池 片 产 量 约
510GW，光伏组件产量约 453GW。不过，
产业链价格降幅明显，其中多晶硅价格下
滑超35%，硅片价格下滑超45%，电池片、组
件价格下滑超25%，光伏制造端（不含逆变
器）产值约7811亿元，同比下降43.17%。

从应用市场发展情况来看，光伏新

增装机保持高位态势，但增速放缓，1—
10月，我国光伏新增装机181.3GW，同比增
长27.17%。

光伏产品出口市场整体持续“价减量
增”的态势。今年前10个月，我国光伏产品
（硅片、电池片、组件）出口总额约 281.4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约 34.5% ，10 月 环 比 上 升
7.4%。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硅片、电池片
出口额占比有所下降，组件出口额占比有
所增加。硅片、电池、组件出口量第三季度
环比下降后，10月有所回升。

印度、土耳其、柬埔寨为前三大电池出
口市场，且对印度的电池出口保持高位。
欧洲依然是最大的组件出口市场，但市场
份额有明显下降；除了欧洲外，南亚、拉美、
中东市场份额较大。组件出口市场多元化
趋势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在产能格局方面，我国
企业国内产能增速放缓，投产、开工、规划
项目数量同比下降超 75%；而海外产能逐
渐起势，出海方向朝中东、美国转移。

“目前，国内市场资源越发吃紧，一方
面弃光限电制约着光伏消纳；另一方面新

型应用市场有待进一步成熟、提升经济性，
光伏技术也需要进一步适配新型应用场
景。此外，海外市场不确定性进一步提
升，美国、印度等主要市场本土化供应比
例显著提高；印度、土耳其等国加大对欧
美出口，形成与我国企业的直接竞争。”中
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在会
上指出。

对此，王勃华表示，光伏需要和储
能、氢能、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协同发展，
光伏技术的开发也需要进一步结合应用端
需求。在“走出去”层面，企业要探索合
作出海的新模式，包括产业链上下游的合
作，或是通过合资、并购、投资等多元形
式出海，也可与锂电、新能源企业等跨行
业合作。“要以项目开发建设为引擎，驱动
产品、检测应用、标准出海，从而带动产
能海外布局与建设。”王勃华建议，同时，
还要明确行业不进行低于成本的恶性竞争
的共识，严格落实最新《光伏制造行业规
范条件》 对工艺技术及可靠性方面的要
求，推动制造、应用、金融等领域光伏产
品质量标准联动。

本报讯 12月5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
化局印发《北京市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实施方
案（2024—2027年）》（以下简称《方案》），提
出到 2025 年，北京新型储能技术创新能力
全面提高，突破 5～10 项关键核心技术、关
键材料和智能装备。在长时储能、储能安
全、系统集成等领域建设一批中试平台，重
点打造1个新型储能产业育新基地，引育5
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储能产业链龙头
企业，新型储能产业营收超过600亿元。到
2027年，北京新型储能技术创新和产业水平
稳居国内前列，建成1个国家级创新平台和
2 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储能产业示范
区，引育3家至5家百亿元以上规模的生态
主导型企业，涌现一批细分领域国内领先的
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型储
能产业营收力争超1000亿元。

北京是我国新型储能技术策源地，在
新型储能研发创新、产品集成、要素保障
等方面具有较强优势，近年来积极探索京

内“总部研发+高端制造”、京外“规模化
生产+技术应用”的产业发展“北京模
式”。截至 2023 年年底，全市新型储能产
业营收已超400亿元。

根据《方案》，在空间布局上，北京将高
质量打造“三大科学城”新型储能创新策源
地。充分发挥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科学城、
怀柔科学城的创新引领作用，深化新型储能
技术基础研究，搭建新型储能跨领域交叉技
术研发体系，加强前瞻技术布局和储备，推
动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北京还将高标准建设“一南一北”新型
储能产业示范区。北部以中关村科学城和

“能源谷”建设为核心，建设新型储能创新中
心和公共服务基地，布局数字能源、公共服
务和先进制造等环节，围绕产教融合、央地
融合打造北京新型储能产业示范“融合创新
区”。南部以中关村房山园和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为载体，建设高端制造基地，布局储
能系统集成、电化学储能、智能电网、关键材

料和核心装备研发制造，推动央地合作、京
津冀协同，打造北京新型储能产业示范“协
同发展区”。

《方案》指出，北京将高水平打造“多点
协同支撑”的新型储能产业集群。通州区以
创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为契机，聚焦储
能、新型电力系统技术研发制造、示范应用，
推动数字能源、虚拟电厂、高安全性新型储
能技术及产品先行先试。怀柔区依托国家
能源实验室，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成果转化。
延庆区依托绿色电力示范区建设和风光资
源，开展区域风光储一体化示范应用。鼓励
引导各区根据实际积极推进新型储能产业
发展，培育建设若干个专业化产业园区。同
时，充分利用河北能源装备、应用场景优势
和天津智能制造等优势，协同促进北京新型
储能产业示范区、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
区、承德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保定能
源装备产业集群等园区联动发展，构建京津
冀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京 文）

本报讯 近日，纤纳光电在浙江丽
水松阳的光伏项目首次并网成功，开始
向电网输送电力。这是全球最大的钙钛
矿地面光伏项目，总装机量达8.6MW，装
机规模超过同为杭州纤纳去年在内蒙古
库布齐安装的1MW全球首个钙钛矿地面
电站。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浙江丽水松阳县
象溪镇附近的山地区域，海拔约 170 米。
利用山地未开发的场地建设光伏电站，钙
钛矿装机总容量为 8.6MW，组件倾角为
22 度。钙钛矿总容量为 9469.15kWp，预
计 25 年总发电量为 24426.54 万 kWh，年
均发电量约为 977.06 万 kWh。同燃煤火
电站相比，每年可为国家节约标准煤
3224.30吨，相应地，每年可减少多种有害
气体和废气排放，其中减少SO2排放量约
为 244.3 吨，NOx（以 NO2计）排放量约为

117.2吨。每年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约
为 8041.2 吨。并网发电后可减少有害物
质排放量，减轻环境污染，同时不需要消
耗水资源，也没有污水排放。同时，该项
目不仅解决了“与农争光”的问题，还实现
了“一光多用”。项目采用立柱支撑光伏
组件，使得光伏组件最低端离地面有 2
米，实现了“一光两用、一地两用”的有机
结合。这样不仅能发电，还能利用地面进
行农业生产。

纤纳光电通过建设全球首座8.6兆瓦
钙钛矿光伏山区示范电站，积极探索钙钛
矿电站的应用场景，为我国新能源发展提
供更多元化的应用模式。这个项目不仅
是纤纳光电在新能源领域的一次重要尝
试，也为未来的钙钛矿光伏电站建设提供
了宝贵经验，帮助企业抢占行业制高点。

（文 编）

本报讯 力神电池所属武汉力神动
力电池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铝业旗
下贵州华仁新材料有限公司近日正式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计划共同开发华仁
新材料电解铝园区 660MW/2000MWh 的
储能项目。

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帮助企业每年
节约电费约2亿元，将成为目前国内制造
业中规模最大的工商业储能项目。为保证
项目顺利落地，双方将共同成立项目团队，
制定周密的规划、设计、建设及运营方案，
加强学习交流，推动实现工商业储能项目
的全面战略合作。

据悉，贵州华仁新材料有限公司专注
于铝冶炼产品及相关金属、铝锭生产及销
售、铝加工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是贵州企业
100强和贵州制造业100强、贵州省铝冶炼
及相关工艺技术人才基地，贵州省促进新
型工业化发展先进企业，该企业年度用电

量达65亿千瓦时。
2024年，力神电池在储能业务上实现

快速突破，新品布局上，覆盖了大型电力储
能、工商业储能、户用储能等全应用场景。

工商业储能产品方面，力神电池目前
有 100kW/261kWh 一 体 机 柜 和 200kW/
417kWh 一体机柜，其中 200kW/417kWh
一体机柜采用了“交直流一体”高集成技
术，电气设计上，高压箱和PCS二合一，并
实现电气舱和电池舱完全隔离；搭载了力
神314Ah储能电芯和标准化1P52S电池模
块，单系统电量高达417kWh，可以像搭积
木一样进行多级并联灵活扩容，同时具有
模块级熔断保护功能，维护便捷；IP55 的
防护等级和 C4 的防腐等级设计，可满足
多种环境的应用需求，可帮助工商业用户
实现削峰填谷、峰谷套利，助力国家节能
减排和绿色能源转型战略目标的实现。

（力 华）

北京力争到2027年新型储能产业营收超千亿元
本报讯 12月2日，在无锡举办的台

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比亚迪锂
电池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发布会上，
双方正式宣布在新能源两三轮车电池领
域展开深度合作。此次签约不仅标志着
两大行业巨头的强强联合，更预示着新
能源两三轮车电池市场将迎来一场前所
未有的变革。

台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两轮电动
车行业领导者，作为联合国电动出行唯
一合作伙伴，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对
两三轮车行业规范化发展至关重要。

比亚迪作为深耕电池领域近 30 年的
行业先锋，凭借 100%自主研发、设计和
生产电池的能力，始终致力于为全球用
户提供高效、安全、可靠的新能源解决
方案。

本次签约旨在积极应对两三轮车电
池领域面临的新挑战，比亚迪凭借其在超
级电芯技术、先进的电池管理系统（BMS）
以及创新的超级架构等三大核心领域的
深度研发，结合全面的极限测试手段，全

方位地优化了两三轮车电池的性能表现
与使用寿命。这些技术创新，无疑将为
两三轮车电池市场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
变革。

除了硬件上的升级，双方还携手共
同打造了云端大数据平台——“车-电-
云安全系统”。该系统通过实时采集并
深入分析电池运行数据，能够精准识别
并提前预警潜在的安全风险，从而为用
户提供更为周全与细致的出行保障。这
一创新不仅体现了双方对技术层面的深
度挖掘，更体现了对用户安全需求的深
刻理解和积极回应。

台铃与比亚迪的战略合作，不仅预
示着双方将在技术革新、市场拓展、品牌
建设等多个维度实现互利共赢，更将深
远地影响未来出行的格局。双方将携手
开启新能源两三轮车电池领域的新篇
章，共同引领行业迈向更加广阔的发展
前景，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高效、安
全的出行方式，共同推动新能源两三轮
车市场的繁荣发展。 （双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