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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储产业高歌猛进光储产业高歌猛进 产能过剩隐忧何解产能过剩隐忧何解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光储产业发展驶入快车
道。由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
至8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1至 8月，我
国光伏新增装机113.16GW，
同比增长154.46%。这是我
国年度光伏新增装机首次突
破100GW大关，创下新的里
程碑。

然而，高景气光储产业背
后藏着隐忧。“光伏行业发展
迅速，但行业内外部多种因素
叠加，使得光伏与储能市场供
需形势复杂多变。”近日，中国
光伏行业协会理事长曹仁贤
在滁州光伏（储能）产业供需
论坛上表示，有必要警惕产能
过剩问题。

光储呈高速增长态势

当前，国内光伏新增装机
呈现集中式和分布式齐头并
进的局面，且区域化集中态势
显著。以上半年为例，湖北、
宁夏、云南、新疆等省份集中
式电站新增装机量居前，河
南、江苏、山东、安徽、浙江等
省份的分布式新增装机量占
据前五。

“今年上半年我国光伏产
业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曹仁贤介绍，制造端方面，全
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
量同比增长均超过60%；出口
方面，光伏产品位列我国外贸
出口新三样商品之一，成为我
国外贸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
应用端方面，上半年新增装机

78GW，已超过去年1至11月
份的装机总和。

与此同时，储能产业也迎
来了飞速增长的阶段。曹仁
贤介绍，储能方面，今年上半
年储能实现量产和规模的提
升 ，新 型 储 能 新 增 投 运
8GWh，超过 2022 年全年新
增规模，储能电池产量超过
75GWh，同 比 增 长 超 过
100%；出口比例超过55%。

展望 2023年，光储产业
发展有望迎来加速跑。以
光伏产业为例，在行业发展
的乐观预期下，中国光伏行
业协会于 7 月将 2023 年国
内 新 增 光 伏 装 机 预 测 由
95GW 至 120GW 上 调 至
120GW至140GW。

鉴于第四季度是光伏传
统装机旺季，不少机构乐观
地认为，国内全年新增光伏
装机数据有可能超过光伏协
会此前预期。华泰证券近期
发布的研报预计，今年国内
光 伏 新 增 装 机 数 据 为
150GW。IHS Markit 高级
分析师胡丹预判，2023年国
内 光 伏 市 场 需 求 或 达 到
140GW至210GW。

就长期而言，业内普遍
对于未来国内光伏产业规模
进一步提升的潜力保持着十
分乐观的看法。中国宏观经
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前所长
王仲颖预计，2060 年风电、
光伏发电装机将合计达到
9000GW，其中，光伏预计
届时装机达到 5000GW，较
现在还有至少十倍的发展
空间。

产能过剩布局亟需警惕

值得注意的是，势头强劲
的背后，我国光储产业的未来
发展也面临挑战。业内人士
提醒，光伏行业发展迅速，但
行业内外部多种因素叠加，使
得光伏与储能市场供需形势
复杂多变。

从需求端看，我国大基地
建设和分布式光伏应用稳步
推进，推动了光伏与储能装机
量的快速提升。全球多国新
增装机同比大涨，欧美固储需
求近几年来快速释放，部分国
家及地区也出台了相应的政
策推动光伏与储能装机进一
步提升。

从供给侧看，产业扩张加
速推进，主要龙头企业持续扩
产。多地将光储产业列为光
伏发展的重点，各地加大招商
引资的力度。在全球的本土
化生产导向和高额补贴的双
重刺激下，海外也不断涌现出
新的光伏与储能企业。

在上述供需形式下，国内
光伏、储能产业市场竞争加
剧，光伏、储能产能过剩风险
被频频预警，引发行业热议。

曹仁贤认为，光伏产业规
模一直处于动态平衡的相对
过剩状态，这种状态能够较好
为行业的未来需求进行前置
性的铺垫，但需要避免盲目扩
张和无序竞争。在没有进行
充分的市场研究和自身能力
评估下，过度扩张产能或者低
端产品的大规模复制，这会导
致新一轮的行业波动。

在储能方面，供给能力高

速提升问题同样要引起高度
重视。曹仁贤提醒，伴随着各
路“玩家”涌入，拥挤不堪的储
能市场更是鱼龙混杂，不少跨
界企业技术沉淀和项目经验
准备不足，难以实现大的突破
和创新，很多储能设备投而不
用，直接造成了储能技术雷
同、产品质量同质化、劣币驱
逐良币等风险。

以储能电芯为例，记者注
意到，高工产研锂储能研究所
（GGII）在今年7月就曾发出
警示，储能电池市场的集中度
正在扩大，三四线和新进入企
业可能会被边缘化。

谈及产能过剩问题，中国
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
勃华认为，当前光伏制造业
仍然在加速扩张，此轮扩张
和以往不一样。以往扩张主
要在国内，海外制造业产能
主要是减产甚至停产倒闭。
现在情况有所改变，欧洲、美
国、印度、中东地区光伏产业
都在扩展，并且扩展速度非
常快。

产业繁荣态势如何维持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
息司处长金磊在前述论坛上
提到，国内光伏储能产业在
保持稳定运行、高质量发展
的同时，也面临着矛盾和挑
战，包括对供需失衡的担忧，
相关的不匹配有所显现，行
业阶段性剧烈震荡时有发
生。国际经贸的竞争态势也
在加剧，前瞻性创新布局有
待加强。

以光伏为例，记者注意
到，今年1至7月份全国光伏
出口仍然保持较高增长，但如
果放到单月数据看，7月份光
伏组件的出口数据是下降的，
而且是两位数以上的下降，无
论同比还是环比。

“另外，高端化、绿色化、
智能化、融合化等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建设目标，对光伏、锂
电、新型储能产业也提出更高
的要求。”在金磊看来，应对上
述挑战需要全行业通过持续
创新转型升级，优化路径来提
升发展质量。

曹仁贤同样强调了科技
创新的重要性。“过去，光伏
行业的每一次技术突破都为
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创新
一直贯穿于光伏行业的发
展。所以我们要努力在技术
创新上不断下功夫，进一步
提升光伏与储能产品的竞争
力。”曹仁贤说。

得益于技术创新，在一些
企业为产能过剩而发愁时，一
些企业正在加快扩产。“20多
年来，我们坚持‘不领先，不
扩产’。”锦州阳光能源有限
公司张海介绍，公司研发的
IBC电池填补了国内市场空
白，光伏组件功率已经从之前
的 200W 提 高 到 目 前 的
600W。2022年，公司产值达
到30亿元，预计2025年将达
到60亿元。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大
势所趋。曹仁贤建议，企业要
加大对绿色制造、绿色产品设
计、资源回收利用、电池TC利
用等方面的应用，推动行业可
持续发展，推动行业内企业提
升ESG治理水平。

当下，坚持绿色低碳发展
已经成为众多光伏企业的普
遍共识和自觉行动。铝合金
边框一直是光伏组件重要的
辅材之一。永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胡骅介绍，此前
再生铝多被降级使用，公司通
过推动技术创新实现了对再
生铝的保级利用，并让这些再
生铝具有低碳属性。通过计
算，在再生铝合金边框加工过
程中，每生产1KG的边框，碳
排放量仅为1.8KG。

数字化、智能化是大势所
趋。曹仁贤建议，行业积极探
索数字化、智能化，探索人工
智能在新能源数字能源中的
应用。在光伏与储能产业中，
企业可探索智能化制造和运
维等方面的发展，提高生产
效率和产品质量，实现光伏
和储能实时监控、远程管理，
应用人工智能的新手段实现
数字能源安全运行、稳定可靠
运行。

北京：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
枢纽工程建设如火如荼

据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地下建筑面

积约128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

为亚洲最大的地下综合交通枢

纽，连接中心城、辐射北京城郊、

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图为10月10日，俯瞰北京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

程建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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