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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产能，世界前列

——上半年光伏产业链主要环
节产量均实现高比例增长；全国光
伏新增装机 102.48GW

在位于江苏徐州的协鑫科技徐州颗粒硅
生产基地，一座座硅烷反应塔林立。生产车
间内，流化床装置发出低鸣，一颗颗绿豆般
大小的颗粒硅不断流入存储罐，等待检测打
包入库。

“颗粒硅是一种颗粒状的多晶硅，具有体
积小、制备工艺简单等优势。目前我们国内
的 4 个颗粒硅生产基地都在有序生产，产品
市场占有率也在稳步提升。”协鑫科技控股有
限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兰天石告诉记者。

颗粒硅是处于光伏产业链上游制造端硅
料环节的一项创新类产品。中国光伏行业协
会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刘译阳向记者介绍，
将光伏产业链摊开，涉及上、中、下游三部
分。上游，包括多晶硅硅料的生产和供应。
作为一种基础原料，多晶硅料主要用于制造
硅片和电池。光伏产业链中游，主要涵盖电
池片和光伏组件的生产。要将太阳赋予的光
能转化为电能，电池片必不可少。如今人们
在乡间屋顶、城市建筑时常可见的光伏组件，
就是由一片片电池片组成的。

今年上半年，中国光伏制造端继续保持
增长势头。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

上半年，中国光伏产业链主要环节产量均实
现高比例增长。据光伏行业规范公告企业信
息和行业协会测算，全国光伏多晶硅、硅片、
电池、组件产量同比增长均超过 30%，光伏
组件出口量同比增长近 20%。

其中，在多晶硅环节，上半年全国产量
达 106 万吨，同比增长 74.9%；硅片、晶硅电
池、晶硅组件，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58.6%、
38.1%、32.8%。出口方面，上半年全国硅片
出 口 量 达 到 了 38.3GW； 组 件 出 口 量 达 到
129.2GW，同比增长 19.7%。

再看下游，光伏应用市场继续扩大，也
为光伏产品产量增长提供了机遇。

“光伏产业链下游主要涉及发电系统的建
设和运营。”刘译阳说，这其中包括光伏电站
的建设、分布式光伏系统的安装以及电网接
入等。“随着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持续增
加，光伏发电系统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扩
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光伏新增
装机 102.48GW。其中，集中式光伏新增装
机 49.6GW，工商业新增装机 37.03GW，户
用光伏新增装机 15.85GW。

“目前，中国在光伏电池、组件、硅片等

多个环节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光伏企业
通过持续技术创新、加强自主研发、不断提
高生产效率等措施，推动中国光伏产量和产
能居于世界前列，光伏产业链多环节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刘译阳说。

技术领先，产品过硬

——2023 年，电池片环节全球
排名前十的企业均为中国企业，总
产能占据全球总产能的 66%

把时间线拉长来看，中国光伏行业曾一度
陷于原材料、设备、市场“三头在外”的形势。

本世纪初到 2010 年底，中国光伏行业曾
经历电池产量快速增长的局面。然而，全球
金融危机给当时主打产品出口的光伏行业造
成不小影响。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一些
国家所谓“反倾销、反补贴”举措，让行业
再度受挫。痛定思痛，打开国内市场、掌握
核心技术，成为行业“翻身”的重要方向。

2013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光伏

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把扩大
国内市场、提高技术水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作为促进光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
和基本立足点”。在“金太阳”示范工程、鼓励光
伏行业促进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等相关政
策指引下，国内光伏装机开始呈现增长势头，
为行业打开国内市场提供了机遇。

市场打开了，行业还得产品过硬、站得
住脚。于是，技术创新、自主研发逐渐成为
行业共识。

以光伏制造端上游为例，在多晶硅生产
方面，全球主要有改良西门子法棒状硅和硅烷
流化床法颗粒硅两种技术路线。与前者相比，
后者在品质、降碳等方面优势明显。经过持续
工艺创新和技术研发，2021 年，协鑫科技颗粒
硅率先实现万吨级规模化量产。一粒粒绿豆大
小的颗粒硅、一张张微米级的薄硅片，大大降
低了单晶碳足迹排放，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

“光伏电池的效率和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光伏产品的竞争力。前不久，我们与江
苏昆山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推动钙钛矿光
伏组件 20GW 生产项目建设。”兰天石告诉记
者，作为一种光伏电池技术，钙钛矿电池具

有较高的转换效率，若应用晶硅钙钛矿叠层
的复合组件，二者产生的“化学反应”能进
一步提升电池转换效率，推进降低度电成本。

“多年来，中国的光伏企业在电池技术上
不断创新，推动了多种高效电池技术研发和应
用，并成功推动其大规模产业化。”刘译阳告诉
记者，在“双碳”目标推动下，伴随中国光伏企
业持续加大技术研发力度，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等新型电池技术崭露头角，PERC（钝化发射
极和背面接触）、TOPCon（隧穿氧化层钝化接
触）、HJT（异质结）等高效电池技术也逐步走
向商业化应用。“2023 年，电池片环节全球排
名 前 十 的 企 业 均 为 中 国 企 业 ，总 产 能 达 到 
681.2 吉瓦，占据了全球总产能的 66%。”刘译
阳说。

积极调整，布局全球

——加大研发投入，拓展海外
市场，创造更多新的应用场景

历经十余年发展，如今，中国光伏产业
已成为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的主导力量。《中
国的能源转型》 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国
向全球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产品和服务，持
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推动新能源技术
快速迭代，有力促进全球风电、光伏成本大
幅下降。此外，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3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的装机规模超过了世
界其他地区的总和，是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
产业发展最大的贡献者。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表示，中国可再
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持续的技术进步、
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良好的市场环境。“经
过多年发展，中国已拥有较为完整的风电、
光伏发电等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同时，中
国积极融入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源源不断
地向世界分享高质量的清洁能源产品。”章建
华说，面对国内外日新月异的能源发展形势，
中国政府动态完善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消
纳保障、市场配置等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中
国超大规模市场在新能源健康发展中的促进
作用。通过营造平等、开放、包容的市场环
境，吸引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新能源开发建
设，充分释放市场创新活力。以光伏为例，
中国光伏产业的上市公司就超过了 100家。

行业技术愈发成熟、市场影响力持续扩
大的同时，中国光伏行业也迎来新的挑战。
采访中，不少光伏行业从业者表示，当前全
球光伏行业进入景气发展周期，企业仍有较
高扩产积极性，但与此同时，行业竞争激烈、
部分地区出口受阻、市场供需略有失衡等问
题也随之涌现。

如何破局？一些头部企业选择加大技改
投入，力争降成本、保利润、提效率；一些
企业转向寻求新的需求增长点，拓展全球化
布局，分散市场风险。今年以来，协鑫科技、
天合光能、晶科能源等企业纷纷宣布在中东
地区开展光伏相关项目，部分企业通过协助
海外客户实现光伏产业链本地化发展等手段，
加快“走出去”。

“无论面临怎样的市场形势，创新都是企
业努力的重点。多年来集团都坚持高比例的
研发投入，今年上半年协鑫科技研发费用率
超过了 8%。我们相信，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
能力始终是保持企业韧性和竞争力的关键要
素。”兰天石说。

在刘译阳看来，目前光伏市场虽出现阶段
性供大于求的局面，但行业依然有能力、有信
心穿越周期。“光伏企业仍要进一步推动全产
业链高效技术和先进工艺的研发和应用，同
时，应进一步推进光伏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研
究，推动中外在光伏产品碳足迹方法论上的互
认，继续拓宽光伏产品市场。未来，还应努力推
动光伏行业智能化升级，创造更多新的应用
场景。”刘译阳说。

能源转型看中国④

 建成完备的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

技术引领，中国光伏连续“破纪录”
本报记者  廖睿灵

今年上半年，中国光伏行业
表现如何？来看一组数据：

均超过 30%——这是上半
年，全国光伏多晶硅、硅片、电
池、组件产量同比增长的成绩；

同比增长近20%——这是上
半年光伏组件出口量增长的
情况。

《中国的能源转型》白皮书
指出，中国建成完备的风电、光
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
造体系，高效晶体硅、钙钛矿等
光伏电池技术转换效率多次刷
新世界纪录，量产先进晶体硅光
伏电池转换效率超过25%。

从原材料、设备、市场“三头
在外”，到多次刷新世界纪录，中
国光伏何以成功“转身”？

“有没有小排球的吧唧（徽章）”“哪里有卖光
夜‘谷’（游戏《光与夜之恋》的周边商品）”……周
末上午，位于北京市西单商圈的华威大厦格外热
闹，一群“吃谷”的年轻人聚集于此，给老商场
增添新活力。

谷子是英文“Goods”的谐音，代表漫画、动画、游
戏、偶像等版权作品衍生出的周边产品，喜爱这些产
品的年轻人购买这些产品的行为被称为“吃谷”。近
来，一批老商场在升级改造中瞄准二次元商机，引入

“谷子店”“谷子市集”，收获了大量年轻顾客。
在华威大厦商场四层，这里经常举办二次元

空间市集等活动，几十个摊位展示着各类动漫 IP
的卡牌、贴纸、徽章等周边产品，让二次元爱好者
尽情挑选。记者注意到，这些摊主大部分都是拿出
自己之前收藏的产品前来售卖，有许多都是大学
生或中学生。“之前抽到的卡牌有的自己不喜欢，
就想在市集中出售，也会和其他摊主交换。”中学
生晴晴几乎每周末都抽出一天时间，参加商场的
二次元市集。市集现场，几十个摊主多是如晴晴这
样的二次元爱好者，在欢乐的气氛中，她不仅用自
己的“谷子”换了些零花钱，还结识了不少有相同
爱好的小伙伴。

“‘谷子’店为商场赢回客流提供了契机。”华
威大厦负责人史长征告诉记者，今年前 7 个月，二
次元业态集中的三层整体销售额增加了一倍，商
场整体客流也实现了增长。

其他商圈“谷子经济”也同样火热。在北京
市海淀区，由批发市场改造而成的新商场嘻番
里，如今被二次元爱好者称作“吃谷大楼”，丰
富的动漫 IP 周边商品和市集活动，让这里成为年
轻人的聚集地。在王府井大街，王府井喜悦购物
中心和银泰 in88，也在升级改造中引入了大量二
次元业态。在崇文门商圈，搜秀城集中引入了大
量二次元店铺，成为“吃谷”目的地。记者打开小红
书 APP 搜索北京“谷子店”，不少网友总结了“吃
谷”路线图，引发热烈讨论，“在北京，吃谷人的天
堂遍布各大商圈！”

不仅是北京，“吃谷”正成为国内多个大城市
的消费新时尚。在广东广州，地王广场一改大半
年前的寂寥，变身“吃谷”年轻消费者的热门之
地；今年 2 月改造后的陕西西安银泰城，成为西北
首家二次元经济产业聚集地……“谷子经济”不仅
拯救了不少濒临衰败的老商场，其背后所蕴藏的
二次元文化，更成为推动城市新型文化消费的重
要力量。

在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研究员孙
佳山看来，“谷子经济”的火热背后是当代年轻消
费者更注重精神文化层面需求的体现，“吃谷”行
为具有一定的社交属性，年轻人将精神热爱寄托
于“谷子”，激发了消费潜力和活力。

近年来，二次元文化从小众圈子逐渐走进大
众视野。中研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2029 年中

国二次元经济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及发展前景预测
报告》显示，中国泛二次元用户基础极为广泛，2021
年时已经达到约 4.6 亿人，当年中国二次元内容产
业市场规模约 632 亿元。随着二次元文化进一步渗
透更多年龄群体，2024年二次元市场的规模估值已
达到1200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次元市场。

随着“谷子店”大量涌现，行业竞争也愈发激
烈，面临同质化风险。“逛了一圈，每家店的谷子感
觉差别不是很大。”有消费者打卡王府井的“谷子
店”后发出如此感叹。记者注意到，一些文具店、杂
货店也开始进入这一赛道，在店内入口处开辟出

“谷子”区域，用来吸引客流。
也有消费者建议，希望“谷子店”能开在更舒

适、有休息区，可以兼顾吃、喝、玩、乐的地方。“有
些商城店挺多，但是能休息的地方很少，我更喜欢
可以逛逛歇歇的谷子店。”正在华威大厦餐饮区休
息的 00后小佳对记者说。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秘书长杨青松表示，“谷子
经济”本质上是年轻力商业的表现形式，而年轻人
消费热点变化快，要不断带给他们新鲜感。“谷子
店”可能会在短时间内给老商场带来人气，但想要
长久保持，还需要进行大量投入。此外，对于当前
出现的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主体，孙佳山建议，

“谷子”热销的同时，也要注意适当的监管和引导，
从而有效引领青少年价值观，推动相关产业健康
发展。

一批老商场在升级改造中瞄准二次元商机，吸引年轻消费者——

“ 谷 子 店 ”带 火 老 商 场
本报记者  孔德晨

近日，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喀纳斯景区进入最佳观赏季，白桦树、
云杉、落叶松树林层林尽染，与湖水相映生辉，美不胜收，吸引许多游客前
来打卡游玩。今年，喀纳斯景区接待游客已超过 360 万人次。

蔡增乐摄 （人民视觉）  

▲图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吾县淖毛
湖镇的国家光热示范项目——熔盐塔式 50 兆瓦光热
发电站。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图为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异质结光伏
电池及组件工厂内，技术人员在对产品进行检测。

徐  勇摄 （新华社发）  

喀纳斯景区进入最佳观赏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