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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经信局邵雪慧副局长一行莅临协会调研

近日，海宁市经信局邵雪慧副局长、数字经济科徐江彪科

长、产业科金岩欢副科长、产业科姚晓佳副科长、产业科李钱

萍科员一行莅临嘉兴市光伏行业协会调研浙江省及嘉兴市光伏

产业发展情况。

沈秘书长对邵局长一行

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

挚的感谢，并向与会人员详细

介绍了我省及我市光伏行业

发展现状、产业发展热点等内

容；随后，就邵局长提出的当

前光伏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难

题、下一步发展趋势、对海宁光伏产业发展的建议等问题，沈

秘书长也作了详细解答。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开局、

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一年，更是光伏行业全面平价、进入

市场化发展大周期、助力全球实现碳中和的重要之年。1-12 月，

嘉兴市屋顶光伏新增并网户数 1803 户，新增并网装机容量

277.58 兆瓦。其中，家庭屋顶光伏新增并网户数 1352 户，新增

并网装机容量 19.35 兆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展望 2022 年，在迎接国家“30·60”

双碳目标的重要时期，协会将直面新机遇与新挑战，继续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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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产业创新为核心，以助力行业发展为关键，以服务政府、服

务企业、服务行业为责任，促进光伏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应用、

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嘉兴在光伏领域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全

力推动光伏产业跃上新台阶，打造全国光伏产业新高地。

同心抗疫 我们在行动

近期，嘉兴突发的新冠疫情牵动着每一个嘉兴人的心，嘉

兴市光伏行业协会也始终密切关注着疫情的发展，坚决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一

系列工作要求，全力支援疫情的抗击与防控。

为切实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协会发布《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倡议书》，希望各会员企

业党组织和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充分

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严格落实

主体责任，不断提高企业的疫情防控能力、管控力，严格贯彻

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严格做好车间、

食堂、职工宿舍等处所的杀菌消毒工作，密切关注员工的出行

管理及健康状况，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同时，协会也非常关心位于平湖、海宁等地的浙江鸿禧能

源、浙江宏阳新能源等会员企业，充分了解企业的疫情防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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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开展情况、疫情对企业的影响以及当前企业的困难与需求等

内容，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把疫情防控工作放

在第一位，综合研判当前疫情给企业用工、资金流、市场供需、

物流等方面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协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稳定，

努力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突破。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光伏协同创新产业联盟
2021 年度工作总结会会议纪要

近期，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光伏协同创新产业联盟于理事

长单位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1年度工作总结会，

会议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阮洪良理事长的组织下取得了圆

满成功。

会议由联盟沈福鑫秘书长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有：

嘉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王荣

副局长，嘉兴市科技局陈天

英副局长、冯国跃四级调研

员，嘉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李军伟副处长，秀洲区经济

信息商务局朱晏秋局长、张

建平副局长，秀洲区科技局

杨佩叶副局长，秀洲国家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经济发展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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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王建君局长，以及联盟阮洪良理事长。

会议议程主要有四项：首先，由阮理事长重点汇报了联盟

2021 年度搭建交流平台、加强沟通合作，走访会员企业、主动

上门服务，围绕行业热点、实现联动创新，做好标准化建设、

助力行业发展，规范会员管理、壮大会员队伍，加强自身建设、

提升服务能力六大方面工作开展情况。同时，阮理事长也对联

盟 2022 年工作作了规划：联盟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继续完善联盟秘书处的各项工作任务，加强各类培训与学习，

举办好联盟一届二次会员大会与 2022 中国（嘉兴）光伏暨新能

源产业博览会活动，加强九城市会员企业间、行业间信息和技

术的交流沟通、抱团协作，进一步发展光伏新能源，扩大长三

角 G60 科创走廊光伏产业的整体影响力，积极落实“3060”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

随后，由联盟沈秘书长对联盟 2021 年度创新活动、运行绩

效、服务产业、运行管理、利益保障五方面重点工作情况作了

汇报。

在第三项议程领导讲话中，各位领导充分肯定了联盟在推

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光伏产业发展、加强九城市光伏产业链

协作、促进光伏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希望联盟

继续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加强产业创新，助力行业发展，促进

协同合作，改革创新、勇猛精进，为“3060”双碳目标作出应

有的贡献。最后，嘉兴市经信局、嘉兴市科技局、秀洲区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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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秀洲区科技局、秀洲国家高新区也对联盟 2021 年度工作进

行了评分。

展望 2022 年，在迎接国家“3060”双碳目标的重要时期，

联盟将立足于光伏本源，切实发挥功能作用，求真务实，全面

提升服务水平，增强联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九城市光伏

产业链深度合作，促进光伏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应用、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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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能科技全球累计销售量超过 2GW

据最新数据统计，截至目前，昱能科技 MLPE 组件级电力电

子设备全球累计销售量已超 2GW。与此同时，昱能科技旗下

APsmart 品牌的组件级关断器产品销量也迎来了超过 100 万台

的里程碑。

昱能科技微型逆变器产品及组件级关断器产品凭借过硬的

品质与积极的市场推广，近年销售量逐年稳步上升，其应用已

遍及全球 100 多个国家及地区，拥有了超过 146,000 套光伏发

电系统。

此外，组件级关断器产品（单体+双体）销量在美国及其他

全球主要光伏市场已超过 100 万台，这是昱能科技又一具有重

要意义的成就与突破。

光伏减排 价值共创

昱能产品除了在世界各地不断提供高效电力转换外，2GW

的销售量也同时预示大约 2.8TWh 的总电力的产生，为地球减排

超过 200 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约 1 亿颗树木产生的环保效益。

昱能科技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兼 CEO 凌志敏博士表示:“达

到 2GW 的产品销售对昱能科技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不仅

代表着公司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体现了世界各地的客

户对昱能产品的认可与支持。昱能通过不断提升自身价值，让

客户在购买、使用我们产品的过程中可以从中受益，以达到价

值共创，并且提供全力支持，将‘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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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求变 蓄力未来

自 2010 年成立以来，昱能科技一直致力于组件级电力电子

技术的研发与不断创新，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在去

年，昱能科技实现技术壁垒突破，成功推出了新一代微型逆变

器产品：首创了匹配 20A 大电流大功率组件的单相&三相多体微

逆，且单台微逆功率最高达 3600W，这也是业内目前功率最大的

微型逆变器产品。同时，该两款产品可以匹配功率达 670W 的光

伏组件，使单瓦成本大幅下降。大电流与多体的产品设计，让

用户可以真真切切享受到 600W+时代带来的微逆降本红利，是微

型逆变器领域的又一次重要技术引领与突破。

昱能科技组件级关断器产品自 2019 年推出以来，已取得了

SunSpec、CSA、FCC 及 TUV 等多项国际权威认证，以强劲的产品

力获得了客户与市场的一致认可，产品销量实现了稳健增长。

2021年，昱能组件级关断器迎来了再一次的升级，首创双核ASIC

专用芯片，推出了双核组件级关断器，可同时连接 2 块光伏组

件，实现组件级别的关断，同时它也是业内目前唯一一款输入

电流可以达到 20A 的组件级关断器产品。

在全球疫情和芯片危机的冲击下，昱能科技能够逆势而上，

完成了 2GW 的突破，这离不开全球各地区员工的努力与付出。

在市场与客户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昱能科技的研发和工程团队

实现了功率逆变电路、半导体器件技术、高速加密通信协议和

智能控制方面的最新突破；在信息安全管理方面，昱能科技已

通过了国际信息安全标准 ISO/IEC 27001:2013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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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昱能科技在核心技术上持续创新突破，为行业

与自身的发展不断蓄力。值此达成 2GW 销售量的重要时刻，昱

能科技在此感谢所有的客户、合作伙伴以及员工，感谢对昱能

的一路陪伴与支持，这一非凡的成就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和

影响。在 2022 年，昱能科技也将持续发力，进一步提升品牌影

响力，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带给更多用户，为人类社会早日进

入零碳时代贡献力量。

企业动态简讯

晶科能源 Tiger Neo 组件中标广东能源 100MW 组件采购项

目：近日，晶科能源凭借着最新研发的 N 型 Tiger Neo 双面双

玻高效太阳能组件，中标广东能源惠州惠城汝湖镇光伏复合发

电项目 100MW 光伏组件采购项目。Tiger Neo 具备更高发电量、

更低成本等多重优势，正逐步成为大型光伏电站项目首选，引

领光伏选型方案高质量升级。

嘉兴隆基乐叶成为秀洲区首家销售超百亿企业：2021 年，

嘉兴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成为秀洲区首家销售额超百亿

企业。2020 年 10 月底，嘉兴隆基正式投产，仅一年时间就达成

了销售额破百亿的目标。今年 1 月，隆基乐叶绿能科技新能源

项目也落地秀洲，一期总投资 50 亿元，占地约 330 亩，预计达

产后可完成销售收入约 150 亿元，带动就业 18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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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能科技浙江、江苏多地共 3.81MW 分布式光伏项目顺利开

工：近日，由芯能科技投资建设的德清瑞德、康美舒（嘉兴）、

腾隆纺织、恒优化纤、钜亚汽车分布式光伏项目陆续开工，项

目容量合计达 3.81MW。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

利用闲置屋面建设光伏电站，不仅有助于企业降低能耗、提升

产业效能，增强企业竞争优势，也为当地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

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正泰新能源山西平陆 100MW 农光互补发电项目开工：近日，

正泰新能源平陆 100MW 农光互补发电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山西

省运城市平陆县举行，该项目将采用农光互补模式，按“农业

种植+观光旅游+光伏发电”方案，将光伏电站建设与复合农业、

旅游开发相结合，计划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当年

达效。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 1.5 亿度，可提供百余

个就业岗位，具有显著的节能环保和社会经济效益。

华晟新能源与先导薄膜、宝利鑫新能源达成战略合作：近

日，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先导薄膜、宝利鑫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联合签署 40MW 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异质结技

术提速发展。未来，三家企业将分别作为原材料供应商、设备

供应商、电站投资方，在项目、产品、技术交流及市场推广等

方面进行资源共享，通过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加快异质结组件

的推广和应用。

海宁科茂微电网荣获“2021 年度节能降耗优秀企业”：近

日，海宁科茂微电网技术有限公司喜获海宁市“2021 年度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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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耗优秀企业”。自成立以来，海宁科茂始终致力于清洁能源

产业的探索与发展，经过 7 年发展，公司已成长为集分布式光

伏电站投资开发、EPC 工程建设、运营运维及企业节能减排解决

方案提供、合同能源管理等于一体的“双碳”综合能源服务商。

晴天科技湖南大旺食品有限公司 5.3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

顺利并网：近日，由晴天科技集团建设和运营的湖南大旺食品

有限公司 5.3MWp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成功并网发电。本期

5.3MWp 湖南大旺工厂项目并网后，年发电量将达到约 500 万千

瓦时，相当于整个大旺工厂每年减少 3966 吨二氧化碳排放，折

合减少 1486 吨标准煤消耗。

阿特斯量产功率高达 420W 的屋顶光伏组件：近日，阿特斯

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成功量产基于182mm电池的54片

版型组件，新款 CS6R-MS 组件属于阿特斯 HiKu6 系列旗下，产

品功率高达 420W，效率高达 21.5%，适用于工商业及住宅屋顶

光伏系统，并已于本月开始出货。

大恒能源 4GW 光伏智造基地开工仪式顺利举行：近日，大

恒能源 4GW 光伏智造基地开工仪式于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顺利

举行，总投资规模约 20 亿元，总占地面积约 220 亩，项目达产

后，将大幅提高公司产能与综合竞争力，同时，还将为安巢经

开区带来 800 个以上就业岗位，实现年产值 6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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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首个新型配电台区示范工程于海宁投运，
引领居民光伏进入“智能互动时代”

近日，全省首个新型配电台区示范工程在海宁尖山新区（黄

湾镇）钱江村山东湾台区正式投运。这是新型电力系统背景下

针对台区传统运行模式的升级与突破，引领着居民光伏进入“智

能互动时代”。

绿电赋能，果香怡人。钱江村是远近闻名的水果采摘胜地，

这里利用山水资源发展出了一条集水果采摘、民宿农家乐于一

体的乡村旅游风景线。至去年底，这里共有 19 家光伏并网的用

户，光伏装机容量 79.4 千瓦。光伏的安装优化了当地用能结构，

为发展注入绿色的动力，也改变了山东湾台区的传统运行模式。

据介绍，“台区”是指一台变压器的供电范围及区域。近

年来，以居民光伏为主的新能源大量接入，充电桩、储能等新

型供用电设备也大量铺开，配电台区的形态打破固有模式，为

电网经济高效运行带来新挑战。针对这一现象，国网浙江电科

院联合国网海宁市供电公司组成技术团队，在钱江村山东湾台

区共建新型配电台区智能化技术综合实证示范工程，通过安装

新型设备对居民光伏进行改造升级，探索制定最佳的可复制、

可推广的新型配电台区应用技术路径与实施方案。

“山东湾台区有光伏新能源，又有因发展乡村旅游带来的

较大的用电需求量，是比较典型的‘新型源荷台区’，所以选

择这里开展示范工程建设。”国网海宁市供电公司员工王大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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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海宁尖山新区也是全国分布式光伏等新能源起步最早、

发展最好的区域之一，是新型电力系统“海宁模式”建设的主

阵地。

此次示范工程涉及“户用光伏调节”“台区优化运行”“充

电桩有序充电”等几大场景。安装了光伏协议转换单元、智能

线路传感单元等新型设备，对无功补偿设备、有载调压变压器

等设备进行加装或改造。“本工程依托多种技术路线实现对居

民光伏的‘可观’‘可测’‘可调’‘可控’。自主研发台区

优化运行算法，建立充电桩和光伏互动机制，兼顾有序充电的

同时实现台区电压平衡，还可以减小因新能源和多元负荷带来

的冲击。”国网浙江电科院教授级高工李鹏介绍。通过上述工

作，对山东湾台区原本分散的居民光伏和充电桩进行统一调节，

在打造“零碳村庄”的基础上开展适应于新型配电台区的居民

光伏调节技术路线对比分析等低压配电先进技术路线实测论证

工作。

“本次示范工程的顺利投运，为国网浙江电力有限公司针

对新型配电台区的新技术实证提供了‘试验田’，为加快低压

配电网新技术规模化建设与应用提供坚实保障。”国网海宁市

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国网浙江电科院和国网海宁市

供电公司将持续开展相关先进技术的测试论证与迭代，完善台

区改造的相关规范与标准，为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建设贡

献核心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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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市推动光伏建设进入“快车道”

作为全省第一批低碳试点县创建单位，平湖市紧紧围绕“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持续推进全市能源结构低碳发展，2022 年

1 月，《平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新一轮鼓励光伏发电项

目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实施，在政策

激励的基础上，平湖市推改造、优准入、抓试点，多措并举推

动光伏建设进入“快车道”。

一是推改造，推动存量开发。在21年下半年，平湖市仔细摸

排市域范围内公共建筑、工业厂房、园区、居民的屋顶可开发光

伏容量以及已开发容量情况，完成全市约318万平方米的屋顶资

源排摸工作，预估可安装屋顶光伏20万千瓦，年发电量将达到2

亿千瓦时。积极推动有条件的主体特别是重点用能单位建设屋顶

光伏。出台《平湖市光伏发电建设补贴政策》，对在平湖市注册

的企业（单位）投资光伏发电项目且备案项目0.1兆瓦及以上的，

实行为期3年的发电量补助，对建设居民成片光伏发电0.1兆瓦

及以上项目给予一次性补助。2021年新增光伏装机20.16兆瓦，

较2020年同期同比增长159%，新增光伏发电量0.6亿度以上。

二是优准入，细化项目评审。《意见》中提到，平湖市屋

顶面积达 1000 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建筑、年综合能耗 1000 吨标

煤以上的新上项目和国资为主投资建设的标准厂房均需 100%安

装光伏发电系统。平湖市围绕项目配套光伏建设情况进行把脉

诊断，通过政策宣传、用能分析、效益预测等方法督促企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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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配套光伏应建尽建。另外，平湖市还鼓励光伏建筑一体化，

积极开发光电建筑一体化光伏发电系统，符合光伏发电要求的

新建建筑物（构筑物）要按照光伏建筑一体化的要求进行同步

规划、设计、施工和验收。2021 年全年，平湖市新增光伏受理

项目 66 项，合计装机容量可达 31 兆瓦，约占平湖市“十三五”

累计光伏装机容量 8%。

三是抓试点，打造氢光工程。平湖市充分利用平湖市富氢

资源及光伏产业发展优势，与国网浙江平湖市供电有限公司联

合，计划投资 1887 万元建设运营“氢光储充"一体化新型智慧

能源站，在浙江东郁广陈果业有限公司试点建设全省首个“负

碳”植物工厂，预计年发清洁电量为 34.6 万度，每年有效消耗

二氧化碳约 36 吨。1 月 12 日投运省内首个共富共享新型电力系

统，将区域内受用电困扰的首批 10 家现代化农业企业“化零为

整”，通过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对新型智慧能源站的氢能发热

发电、光伏发电、储能等各个模块进行数据接入、精益管控，

使区域内新农业园共享清洁能源发电，每年降低用电成本约 146

万元，减排二氧化碳约 170.6 吨。

光伏产业供应链价格报告

当前市场最新报价：多晶硅片报价为 2.21 元/Pc；M6 单晶

硅片报价为 5.50 元/Pc；M10 单晶硅片报价为 6.64 元/Pc；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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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晶硅片报价为 8.86 元/Pc。

常规多晶电池片价格为 0.83 元/W；M6 单晶 PERC 电池片价

格为 1.10 元/W；M10 单晶 PERC 电池片报价为 1.14 元/W，G12

单晶 PERC 电池片报价为 1.15 元/W。

275-280/330-335W 多 晶 组 件 的 价 格 为 1.68 元 /W ；

355-365/430-440W 单晶 PERC 组件报价为 1.87 元/W；182mm 单

面单晶 PERC 组件报价为 1.89 元/W，210mm 单面单晶 PERC 组件

报价为 1.90 元/W。

2.0mm 镀膜光伏玻璃均价为 21 元/平米；3.2mm 镀膜光伏玻

璃均价为 27 元/平米。

1-2 月国内光伏新增 10.86GW，同比增长 234%

（1）1-2 月，国内新增并网同比增长 234%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2 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

1-2 月，国内光伏新增并网同比增长 234%，达到 10.86GW；风电

新增装机 5.73GW，同比增长 61%。

表：近两年1-2月风电、光伏新增装机对比（单位：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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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2021 年上半年，我国新增光伏

并网容量 13.01GW。可见，2022 年 1-2 月国内新增装机，已经

接近于去年上半年的新增量。

（2）1-2 月，国内光伏组件出口额同比增长 110%以上

与此同时，1-2 月份光伏组件的出口量也出现大幅上升。据

统计，1-2 月的组件出口额同比增长 110%以上。



嘉兴光伏 政策信息

第 17 页

2 月光伏行业最新政策汇总

国家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十四五”时期，

基本建立推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框架，形成比较完善的

政策、标准、市场和监管体系，构建以能耗“双控”和非化石

能源目标制度为引领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推进机制。在光伏方

面，文件提出鼓励 BIPV 发展，加快推进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创

新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机制，建立清洁低碳能源产业链供

应链协同创新机制。

《“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在“光伏+储能”方

面指出：支持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基地外送。促进沙漠戈壁荒漠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开发消纳，配合沙漠、戈壁、荒漠等地区大

型风电光伏基地开发，研究新型储能的配置技术、合理规模和

运行方式，探索利用可再生能源制氢，支撑大规模新能源外送。

新型储能已经获得了国家及地方层面的政策支持，成为目前解

决能源变革的重要手段。

国家能源局等 12 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促进工业经济

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提出：组织实施光伏产业创新发

展专项行动，实施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

鼓励中东部地区发展分布式光伏，推进广东、福建、浙江、江

苏、山东等海上风电发展，带动太阳能电池、风电装备产业链

投资。在政策推动下，光伏产业链有望迎来新一轮发展。

此外，国家层面还就“光伏+”创新利用、光伏项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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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技术规范等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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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策

地方层面，多地出台“十四五”及 2022 年发展规划相关文

件，其中多有涉及光伏等新能源产业，并对发展目标及完成标

准提出了具体要求。此外，在光伏补贴、光伏项目建设、电力

市场等方面亦有相关政策出台。

光伏补贴

光伏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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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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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

电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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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光伏发电建设运行情况

单位：万千瓦

省（区、市）

2021 年新增并网容量 截至 2021 年底累计并网容量

其中：集中

式光伏电站

其中：分

布式光伏

其中：集中

式光伏电站

其中：分布

式光伏

总计 5488.0 2560.07 2927.9 30598.7 19847.94 10750.8

北京 18.6 0.00 18.6 80.1 5.10 75.0

天津 14.2 0.01 14.2 177.8 118.85 58.9

河北 730.0 213.32 516.7 2921.3 1658.84 1262.5

山西 149.2 73.52 75.7 1457.7 1101.84 355.9

山东 1070.9 203.95 867.0 3343.4 1008.97 2334.4

内蒙古 173.9 161.5 12.4 1402.0 1299.5 102.5

辽宁 77.7 35.61 42.1 477.5 317.50 160.0

吉林 9.0 4.88 4.1 345.9 265.79 80.1

黑龙江 102.1 95.00 7.1 419.8 329.99 89.8

上海 31.7 4.39 27.3 168.3 24.09 144.2

江苏 232.0 45.17 186.8 1916.0 941.08 974.9

浙江 362.5 164.86 197.6 1841.8 577.03 1264.8

安徽 337.2 121.46 215.7 1706.8 947.02 759.8

福建 75.0 1.36 73.6 277.0 39.16 237.9

江西 135.3 75.29 60.0 911.1 551.95 359.2

河南 381.0 21.95 359.0 1555.6 625.80 929.8

湖北 255.0 227.34 27.7 952.6 713.00 239.6

湖南 60.5 29.53 30.9 451.1 220.15 231.0

重庆 6.8 5.00 1.8 63.4 54.17 9.2

四川 4.8 0.00 4.8 195.9 169.01 26.9

陕西 229.6 209.40 20.2 1313.7 1102.82 210.9

甘肃 159.5 156.33 3.1 1124.8 1047.65 77.1

青海 63.0 62.68 0.3 1610.8 1594.77 16.0

宁夏 186.8 181.40 5.4 1384.0 1303.36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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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

2021 年新增并网容量 截至 2021 年底累计并网容量

其中：集中

式光伏电站

其中：分

布式光伏

其中：集中

式光伏电站

其中：分布

式光伏

新疆 49.8 49.30 0.5 1272.0 1254.78 17.2

新疆兵团 0.0 0.00 0.0 77.2 77.20 0.0

西藏 2.4 0.25 2.2 138.7 136.51 2.2

广东 226.4 99.38 127.0 1020.1 508.20 511.9

广西 106.6 96.70 9.9 311.7 259.16 52.6

海南 25.9 19.09 6.8 146.5 127.10 19.4

贵州 147.3 146.93 0.4 1137.0 1117.60 19.4

云南 63.3 54.48 8.8 397.1 349.91 47.2

注：1.以上统计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2.数据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3.四季度部分省市装机有退运减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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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9
	30598.7
	19847.94
	10750.8
	北京
	18.6
	0.00
	18.6
	80.1
	5.10
	75.0
	天津
	14.2
	0.01
	14.2
	177.8
	118.85
	58.9
	河北
	730.0
	213.32
	516.7
	2921.3
	1658.84
	1262.5
	山西
	149.2
	73.52
	75.7
	1457.7
	1101.84
	355.9
	山东
	1070.9
	203.95
	867.0
	3343.4
	1008.97
	2334.4
	内蒙古
	173.9
	161.5
	12.4
	1402.0
	1299.5
	102.5
	辽宁
	77.7
	35.61
	42.1
	477.5
	317.50
	160.0
	吉林
	9.0
	4.88
	4.1
	345.9
	265.79
	80.1
	黑龙江
	102.1
	95.00
	7.1
	419.8
	329.99
	89.8
	上海
	31.7
	4.39
	27.3
	168.3
	24.09
	144.2
	江苏
	232.0
	45.17
	186.8
	1916.0
	941.08
	974.9
	浙江
	362.5
	164.86
	197.6
	1841.8
	577.03
	1264.8
	安徽
	337.2
	121.46
	215.7
	1706.8
	947.02
	759.8
	福建
	75.0
	1.36
	73.6
	277.0
	39.16
	237.9
	江西
	135.3
	75.29
	60.0
	911.1
	551.95
	359.2
	河南
	381.0
	21.95
	359.0
	1555.6
	625.80
	929.8
	湖北
	255.0
	227.34
	27.7
	952.6
	713.00
	239.6
	湖南
	60.5
	29.53
	30.9
	451.1
	220.15
	231.0
	重庆
	6.8
	5.00
	1.8
	63.4
	54.17
	9.2
	四川
	4.8
	0.00
	4.8
	195.9
	169.01
	26.9
	陕西
	229.6
	209.40
	20.2
	1313.7
	1102.82
	210.9
	甘肃
	159.5
	156.33
	3.1
	1124.8
	1047.65
	77.1
	青海
	63.0
	62.68
	0.3
	1610.8
	1594.77
	16.0
	宁夏
	186.8
	181.40
	5.4
	1384.0
	1303.36
	80.6
	新疆
	49.8
	49.30
	0.5
	1272.0
	1254.78
	17.2
	新疆兵团
	0.0
	0.00
	0.0
	77.2
	77.20
	0.0
	西藏
	2.4
	0.25
	2.2
	138.7
	136.51
	2.2
	广东
	226.4
	99.38
	127.0
	1020.1
	508.20
	511.9
	广西
	106.6
	96.70
	9.9
	311.7
	259.16
	52.6
	海南
	25.9
	19.09
	6.8
	146.5
	127.10
	19.4
	贵州
	147.3
	146.93
	0.4
	1137.0
	1117.60
	19.4
	云南
	63.3
	54.48
	8.8
	397.1
	349.91
	47.2
	注：1.以上统计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2.数据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3.四季度部分省市装机有退运减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