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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南湖学院光伏学院”获批省级重点支持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点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

室联合发布了《关于公布 2023 年省级重点支持现代产业学院建

设点名单的通知》，“嘉兴南湖学院光伏学院”获批省级重点

支持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点。

“嘉兴南湖学院光伏学院”由嘉兴南湖学院牵头，嘉兴市

光伏行业协会、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芯能光伏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举

办，聚焦智能光伏和智能制造等产业领域，实现校政企深度融

合，为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提供坚实保

障。

近年来，协会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积极搭建人才发展培

育平台，共同为光伏领域引进与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深入开展联合技术攻关等工作。

2022 年 11 月，协会与嘉兴南湖学院签订人才培养战略合作

协议，与浙江大学嘉兴研究院签订光伏技术难题联合攻关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开展人才培养与技术攻关等工作。

2023 年 3 月，由嘉兴南湖学院牵头，协会与浙江芯能光伏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三角（嘉兴）专精特新企业服务基地、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共建的嘉兴南湖学院

专精特新产业学院获批首批“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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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协会与嘉兴市秀洲区经济信息商务局、嘉兴

南湖学院、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光伏新能源

产业人才培育联盟，助力秀洲区光伏新能源产业技能人才引育。

人才的厚度决定产业的高度。当前，光伏产业迎来了高质

量发展的黄金期，行业更加需要人才、渴望人才，也更能成就

人才、造就人才。协会积极开展“政校行企”协同共建，紧抓

发展机遇，以推动光伏产业转型升级和行业高质量发展为工作

目标，搭建人才发展培育平台，拓宽政校行企协同育人的路径，

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共同助力行业降本增效和创新提质，建立起更大的核心竞争优

势，锚定双碳目标，赋能绿色发展，助力我市光伏产业高质量

发展！

2023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5.1 亿千瓦

近日，国家能源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潘

慧敏表示，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最新数据，2023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5.1 亿千瓦，

其中中国的贡献超过了 50%。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清洁能源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投资

方面，中国企业海外清洁能源投资遍布主要国家和地区，涵盖

风电、光伏发电、水电等主要领域，在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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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支撑了相关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产业方面，中国持续

推动技术和产品创新积极融入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源源不断

向世界分享高质量的清洁能源产品。目前，中国风电、光伏产

品已经出口到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额分别超过

334 亿美元和 2453 亿美元。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指出，过去

十年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

超过了 60%和 80%，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

造、中国工程。在助力全球清洁能源发展的同时，中国敞开怀

抱欢迎世界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共同推动清洁能源发展，推进全球能源

转型。

未来，中国将在大力推动国内清洁能源发展的同时，为全

球贡献更多的中国技术、中国产品和中国方案，为全球清洁能

源发展和能源转型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CPIA）

工信部：2023 年光伏压延玻璃累计产量 2478.3
万吨，同比增长 54.3%

2023 年，全国光伏压延玻璃产业总体呈现“产量增长，成

本上涨、价格低位”的运行态势。

产量方面，1-12 月光伏压延玻璃累计产量 2478.3 万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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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54.3%。12 月，产量约 223.1 万吨，同比增长 36.0%。

价格方面，1-12 月 2 毫米、3.2 毫米光伏压延玻璃平均价

格为 18.7 元/平方米、25.9 元/平方米，同比分别下降 10.2%、

4.1%。12 月，2 毫米光伏压延玻璃平均价格为 18 元/平方米，

同比下降 12.8%；3.2 毫米光伏压延玻璃平均价格 25.7 元/平方

米，同比下降 5.6%。

（来源：工信部）

光伏产业供应链价格报告

当前市场最新报价：单晶复投料均价为 64 元/千克，单晶

致密料均价为 62 元/千克，N 型料均价为 66 元/千克；M10 单晶

硅片报价为 2.30 元/Pc；G12 单晶硅片报价为 3.30 元/Pc；N 型

182 单晶硅片报价为 2.40 元/Pc。

M10 单晶 PERC 电池片报价为 0.46 元/W，G12 单晶 PERC 电

池片报价为 0.56 元/W，M10 单晶 TOPCon 电池片报价为 0.49 元

/W。

182mm 单面单晶 PERC 组件报价为 1.03 元/W；210mm 单面单

晶 PERC 组件报价为 1.04 元/W；182mm 双面双玻单晶 PERC 组件

报价为 1.04 元/W；210mm 双面双玻单晶 PERC 组件报价为 1.05

元/W。

2.0mm 镀膜光伏玻璃均价为 18.5 元/平米；3.2mm 镀膜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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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均价为 27.5 元/平米。

（来源：集邦新能源网）

2023 年光伏行业十大关键词

当前，绿色发展已成为重中之重，在国家大力推动下，能

源绿色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先进的光伏产业已成为促进经济

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产业，以及推进能源革命进程的重要

支撑。

2023 年于光伏行业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装机容

量持续上升，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产业链的主要环节产量呈现

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同时，也面临着用地收紧、产能过剩、低价

中标等诸多挑战。以下十大关键词，展示了 2023 年度光伏发展

的动态画卷。

关键词：光伏产业链

“产能过剩”“低价抢市场”“降价潮”等成了光伏行业

2023 年关键词。供给端的快速扩产，供需关系转换，产业链价

格一路下滑，制造端盈利空间被压缩。当前中国光伏行业确实

存在一定阶段性和结构性过剩风险，但总体属于行业发展正常

范围。主流观点认为，阶段性的产能过剩是存在的，但先进产

能永远不会过剩。

光伏全产业链产能过剩，导致上下游各环节价格呈下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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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硅料、硅片、电池、组件价格均几近“腰斩”。2023 年以

来，硅料价格快速下行，与 2022 年 30 万元/吨的高位相比，硅

料目前已经跌去 70%。硅料价格的大跌，带动了整个产业链价格

的下跌，组件价格更加“一路向下”，部分已经完全跌破了成

本价，这种恶性价格战给企业带来了内伤，也影响了整个中国

光伏行业的发展。有业内人士表示，降价虽然表面上看似是行

业的低谷期，但熬过这段时期后，优秀的企业将会脱颖而出，

推动整个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装机大爆发

受益于光伏组件大幅降价，2023 年光伏装机需求得到充分

释放，装机量全面大爆发。国家能源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3 年前 11 月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量达到 163.88GW，总装机量

约 560GW，即 5.6 亿千瓦。

对比 2022 年 87.43GW 新增装机量，2023 年前 11 月新增装

机是 2022 年的一倍还要多，创历史最好水平。随着年底并网潮

的到来，预计新增装机还会继续增长，有望达到 180GW 水平。

2023 年光伏装机狂飙，既有大型光伏电站装机强劲的提振，也

有户用光伏大爆发的助力。截至目前，我国户用光伏装机已经

突破 100GW。

关键词：用地规范

随着光伏装机容量的快速增长，用地需求也随之增加。由

于新旧政策更替，存量光伏项目用地性质的界定存在不清晰的

情况，导致土地作为稀缺资源，用地矛盾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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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国

家能源局综合司印发《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管

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光伏发电项目用地实施分类管理，明

确了光伏方阵用地和配套设施用地管理的范畴，并提出了加强

用地监管和稳妥处置历史遗留问题的要求。

受水利、用地政策调整，部分地区有光伏项目规模被缩减，

因用地不当而被拆除的项目案例也有多起。江苏、重庆、陕西、

广西等10余省份也陆续发布或调整光伏项目的用地管理的通知，

并严查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新建光伏发电项目光伏方阵占用耕

地、违规改变用途等行为。

关键词：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和“双碳”战略同步启动，光伏参与乡村振

兴，目前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政策青睐，成为助力“三农”发展

的重要路径。

随着户用光伏项目落地农村，光伏为农业发展开辟新的途

径，实现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结合，使农业实现科技化，使

农民实现增收。在项目实际落地上，大量“光伏＋农业”拓展

应用，起到了兼顾生态改善、稳定收益、助力乡村旅游等效果，

不仅是为农村提供绿色动能、就业岗位，还能创造经济价值，

改善环境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关键词：并网难

2023 年，陆续有地区叫停了光伏项目，例如湖北、辽宁、

湖南、广东、河南等地。从各地被紧急叫停的光伏项目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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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又涉及到光伏乱象整治，但是更多是由于分布式电源可接

入承载能力已经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

分布式光伏大规模接入导致电网压力剧增，多地发出电网

承载力预警，红色区域暂停项目备案、并网。这也预示着下一

阶段，电网承载能力将成为限制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的重要因

素。

关键词：技术迭代

光伏产业迭代升级步伐全面加快，N 型电池取代 P 型电池已

成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同时，围绕 TOPCon、HJT 和 IBC 三大先

进 N 型电池技术的主流之争也拉开了大幕。

光伏产业技术更新迭代迅速，尤其是光伏组件部分，转化

效率提升很快。技术更迭涉及到每一个环节的技术替代，硅料

环节的棒状硅和颗粒硅之争，硅片环节大尺寸硅片和常规尺寸

之争，电池片环节的 N 型电池与 P 型电池之争。在电池片和组

件部分，还衍生出 BC 电池、HJT 电池以及 TOPCON 电池等各种百

花齐放的新技术路线。从长期来看，一旦旧产品无法提供更低

的度电成本，就将被优秀产能替代。

关键词：强制配储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光伏+都离不开储能。《“十四五”

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新型储能由商业化

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具备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条件；到 2030

年，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

自 2017 年以来，全国就有多个地区将配套储能作为新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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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项目的前置条件，但多局限于大型风光项目。进入 2023 年，

储能在能源市场的“刚需”身份进一步确定，国内关于强制配

储、以配储换消纳的地区数量明显上升，且配储要求正发生在

工商业、户用光伏等分布式光伏身上。下半年，河南、河北、

湖南等地相继出台了征求意见或试行政策，计划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分布式光伏配置储能。有消息透露，分布式光伏全面配储

时代即将来临，相关政策或已在路上。

关键词：分时电价

今年下半年以来，安徽、河北、浙江、福建、甘肃、青海、

辽宁、新疆、宁夏、内蒙古等多地发布文件，进一步完善分时

电价政策；湖北省出台了“征求工商业分时电价机制有关意见

的通知”；云南拟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分时电价（居

民和农业用电除外）；山东省优化了工商业分时电价政策，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从市场反馈来看，或调整金融政策、或考虑配置储能。但

不管怎样，上述政策的出台都将对工商业分布式光伏投资收益

造成一定影响。

关键词：双碳战略

碳达峰碳中和是支持光伏产业向前发展的核心逻辑，这一

政策主线仍坚定如磐。2023 年，国家多次提及双碳战略，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打

造绿色低碳供应链。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强资源节约集

约循环高效利用，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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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国家坚定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落地，推动能

源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光伏和风电等新能源将是未来

的主旋律。这相当于为我国未来的光伏发展敲定了政策基调。

关键词：高速发展

数据显示，2023 年 1-11 月我国光伏新增装机 163.88GW，

全年光伏新增装机或将突破 210GW。从光伏 2022-2023 年分月装

机对比来看，2023 年每月光伏新增装机几乎都在 2022 年基础上

翻倍增长，个别月份甚至达到了 3 倍增长。加上 2023 年是风光

大基地第一批并网的时间节点，预计 12 月新增装机并网将突破

50GW，几乎相当于 2021 年的全年装机水平。

在如此强劲需求的拉动下，中国光伏协会将全年全球光伏

新增装机相关预测由 305-350GW 上调至 345-390GW，中国光伏新

增装机预测由 120-140GW 上调至 160-180GW，而 2024 年的预期

也随之变得更加乐观，光伏产业的相关需求呈现火热状态。

（来源：元一能源）

宁波材料所揭示给体/受体界面性能对有机太
阳能电池的影响

近几年来，有机太阳能电池（OSCs）在活性层材料设计、

器件加工优化、稳定性提高等方面取得了发展，特别是功率转

换效率已达到 19%以上，为未来商业化应用提供了保障。Y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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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富勒烯受体的出现，有效提高了 OSCs 的光伏性能。其中，端

基卤化策略（一般指氟化和氯化）被证实是调节受体光电性能

简单有效的方法，但哪种更好的争论一直存在。

近日，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葛子

义和刘权带领的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团队，合成了两种具有不

同缺电子端基的新型受体分子——C9N3-4F 和 C9N3-4Cl，并分

别与高分子主链具有不同缺电子基团（DTBT 和 BDD）的两个给

体（D18 和 PM6）混合制备二元器件。详细的理论计算和界面结

构形貌表征表明，受体的不同端基与给体缺电子基团之间具有

不同的堆叠距离和结合能，导致给体/受体分子间混溶性存在差

异，对相分离形貌、电荷输运行为和 OSCs 器件性能具有明显影

响。

通过 AFM、TEM 和 GIWAXS 等形貌表征和激子电荷动力学研

究表明，基于 D18：C9N3-4F 和 PM6：C9N3-4Cl 的共混膜具有精

细的相分离形貌和优异的电荷传输性能，而基于 D18：C9N3-4Cl

的共混膜中分子过度聚集且双分子复合严重，基于 PM6：C9N3-4F

的共混膜中相分离尺寸过小，导致存在陷阱辅助分子复合。

在经过其他三对已报道的具有相同共轭中心骨架但端基不

同的受体分子验证后（Y6 和 Y7、Y6-BO 和 Y7-BO、AsymSSe-2F

和 AsymSSe-2Cl），研究得到一个普适性结论，即基于 D18 与氟

化端基受体和 PM6 与氯化端基受体的这两类光伏器件普遍具有

优异效率、高填充因子和良好稳定性。基于 D18：C9N3-4F 和 PM6：

C9N3-4Cl的二元器件效率分别达到18.53%和 18.00%，且在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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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存储 500 h 后仍可保持其初始电池效率的 90%。

研究表明，简单评判受体分子氟化和氯化策略的优劣是不

合理的，而选择合适的给体材料和调节给体/受体界面结构可以

更大限度地呈现新型设计受体分子的光电转换能力，有益于未

来高性能且稳定的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分子设计和材料选择。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以 The Influence of Donor/Acceptor

Interfaces on Organic Solar Cells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Revealed through Theoretical Calculations and Morphology

Characterizations 为题，发表在《德国应用化学》上。研究工

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来源：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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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 Intersolar 北美能源展，昱能科技光储一
体化解决方案备受瞩目

当地时间 1 月 17 日-19 日，2024 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太阳能

及电池储能展（Intersolar North America）在圣地亚哥会展

中心举办。昱能科技最新分布式光储技术解决方案及其产品亮

相展会，其中新一代微型逆变器 DS3 系列、储能系列等产品，

凭借超强性能及优异品质，备受瞩目。

圣地亚哥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最大的太阳能及电

池储能市场之一，此次展会选在该地区举行，其意义与影响不

言而喻。昱能科技深耕美国市场多年，依托于强大的产品创新

能力及本土化的销售、技术和仓储网络，为用户提供更加多元

化的光储解决方案，得到了市场积极的反馈。

硬核微逆，诠释极致性能

DS3 系列作为昱能科技 20A 大电流微型逆变器，以其安全可

靠技术和高效产品性能，成为展会重要焦点之一。该系列产品

可以兼容 182、210 大尺寸组件，适配组件功率高达 670W，适用

于户用、工商业等多种分布式光伏场景；且产品采用组件级输

入设计，组件之间无电压叠加，具有天然无直流高压的优势，

符合美国 NEC 2017 , 2020&2023(690.12) 标准要求，保障电站

的极致安全。

极端低温是对逆变器性能的巨大考验。近日以来，受北极

寒流影响，美国大部分地区遭遇了创纪录低温，部分地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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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低于约零下 34 摄氏度的风寒。值得一提的是，昱能微型逆变

器具备行业领先的 IP67 防护等级，防水、防潮湿能力极佳。此

外，产品上下盖均采用一体化压铸，并在其结合处注入密封胶，

机身内部采用全灌胶工艺，可使其长久处于密封状态下，全面

保障元器件的可靠性，可以在-40℃环境下稳定运行，更好抵御

低温的侵袭。

光储协同，释放零碳力量

为提高光伏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更好应对超低温等恶劣天

气带来的大规模停电问题，美国近年来加快了光储部署的脚步，

推出了通胀削减法案（IRA）等一系列光储利好政策，积极释放

光储在保障用电稳定、实现净零排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此次展会，昱能科技储能逆变器 ELS-5K 重磅亮相，吸睛无

数。该款产品额定输出功率 5000W，最高效率可达 96.5%；通过

对光伏电的有效利用与峰谷时电能的转换使用，合理配置用电，

减少电能浪费和用电成本；同时产品具备离网功能，在电网断

电时，也能给负载持续供电，可以解决光伏发电间歇性、波动

性等问题，极大缓解冬季严寒下的电力短缺，改善人们的生产、

生活条件。

一直以来，昱能科技高度关注北美市场发展，不断提供更加

安全、高效的光储技术解决方案，实现了产品的大规模应用，并

且赢得了行业及用户的一致好评。未来，昱能将一如既往，磨砺

发展，推动光储深度融合，为全球客户带去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

（来源：昱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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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正泰新能 PVModuleTech 组件可融资
性评级再提升

近日，PV ModuleTech 发布 2023 年第四季度组件可融资性

评级报告，正泰新能荣获 A 级评级，企业知名度与认可度大幅

提升。

可融资性是基于投融资风险，对企业及其产品的可靠度、

认可度、可信赖程度进行综合考量的评估指标。可融资性实力

体现了光伏组件供应商提供产品并同时保持偿付能力的水平。

PV ModuleTech 可融资性评级系统是业内权威分析工具，通过综

合考虑企业的制造能力和财务表现，最终得出光伏组件制造商

的可融资性排名。光伏组件供应商想要获得较高可融资性评级，

必须在制造和财务运营两方面都具有较高得分。

凭借先进的制造实力和稳健的财务表现，正泰新能在 2023

年四季度获得 PV ModuleTech 可融资性 A 级（Premium）评级，

综合实力备受认可。

全球范围内，正泰新能的品牌及产品认可度正稳步提升。

2023 年 12 月，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发布的《2023 年组件

与逆变器融资价值报告》中，正泰新能因优秀的财务状况、可

靠的产品品质以及卓越的品牌价值，可融资性实力位列榜单第

六位。2023 年 3 月，全球知名安全检测、认证机构 UL Solutions

发布的《正泰新能光伏组件可融资性报告》，也对正泰新能 14

款组件的产品性能、智能化管理、供应链追溯管理水平等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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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评价。

可融资性评级是组件生产力和品牌价值的综合体现，全球

金融市场及太阳能行业对正泰新能创新性、可靠性、稳定性等

方面均充满信心。正泰新能以优异的产品品质、稳健的财务状

况和鲜明的品牌形象，持续提升可融资性实力，为品牌竞争力

和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来源：正泰新能 Astro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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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光伏行业国家政策汇总

光伏补贴

国家为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稳

定发展，按照以收定支原则，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分类型

的管理办法，明确项目规模管理以及具体监管措施，对于有管

理办法并且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规模管理范围的项目，

相应给予补贴。电网企业按照要求，定期公布、及时调整符合

补助条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助项目清单，其中涉及多项光伏

项目。

光伏项目建设

国家层面围绕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

灵活智能的要求，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开发利用协同并举，推

进“光伏+” 综合利用，聚焦重点方向开展先行先试，探索建

立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新模式新业态新机制。加快落实大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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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项目建设，有序推动项目建成投产，推动光伏产业高质量跃

升发展。

光伏用地

光伏发电用地一直是行业重点关注的问题，其用地性质、

具体适用于哪种用地政策关系到了光伏项目的立项、收益以及

是否违规等一系列界定和决策。为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健康发展，

明确用地管理政策，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前后制

定了若干政策性文件，以指导光伏行业用地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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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与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要战略处于快速推进阶段。

发展分布式光伏可以促进能源转型，有效巩固光伏扶贫成果，

从多方面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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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项目落地乡村，与当地农村发展结合，为促进村民脱贫、巩

固脱贫成果、助力共同富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伏技术进步与创新

为促进光伏产业优胜劣汰、健康发展，相关监管部门正筹

备出台多项政策及扶持条款，力争建立良好行业规则和秩序，

鼓励技术产品创新，营造光伏行业良性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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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规范性文件

为建立光伏行业规范化发展标准，国家出台多项光伏行业

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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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部门：提高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

近日，工信部等十部门发布关于印发《绿色建材产业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方案》提出，到 2026 年，绿色建

材年营业收入超过 3000 亿元，2024-2026 年年均增长 10%以上。

具体来看，要加快生产过程绿色化。优化用能结构，推进

现有燃煤自备电厂(锅炉)清洁能源替代，稳妥推动现有使用高

污染燃料的工业窑炉改用工业余热、电能、天然气等，提高太

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例，提升终端用能电气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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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鼓励氢能、生物质燃料、垃圾衍生燃料等替代能源在水泥

等工业窑炉中的应用。

促进建设工程应用。强化绿色建筑中绿色建材选用要求，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结合零碳建筑、近零能耗建筑等建筑类型开

展绿色建材应用示范建设，鼓励公共采购和市场投资项目扩大

绿色建材采购范围、加大采购力度。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

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城市范围，完善绿色建筑和绿色

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优化绿色建材采购、 监管和应用的管

理制度，对相关绿色建材产品应采尽采、应用尽用。（详见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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