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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寻美风光”手机清洁能源摄影展

2021“寻美风光”手机清洁能源摄影比赛专栏现已启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本届手机清洁能源

摄影大赛以“讴歌新时代·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为主题，旨在
挖掘、记录、展示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行业全产业链在生
产运营、智能制造、风电光伏场站建设、员工工作生活中的
精彩瞬间， 充分展示我国清洁能源行业在加快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促进环境改善、生态友好、自然和谐共生方面作出
的突出贡献，分享其间的感人精彩故事，立体展现风电、光
伏等清洁能源行业从业者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进而向公
众传播普及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和使命。

该活动由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持协办， 本报
将不定期刊发展示部分参赛作品。 诚邀您积极投稿，投稿
图片需注明“寻美风光 + 作品名称 + 作者” 发至邮箱：
zgnybsxny@163.com； 详情关注中国能源网（www.
cnenergnews.cn）或扫描二维码，下载参赛报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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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朝霞映山岗》
刘俊摄于江西省铜鼓县太阳岭风电场

② 《你好！ 光伏人》
孙小刚摄于云南省巧家县

③ 《来自大自然的最高荣誉“主角光环”》
张羽翔摄于内蒙古乌兰察布

一一季季度度，，我我国国动动力力电电池池整整体体投投建建资资金金超超 11660000亿亿元元，，建建设设年年产产能能超超过过335500GGWWhh

动动力力电电池池行行业业投投资资热热再再升升级级
■■本报实习记者 姚美娇

本报讯 5 月 12 日， 明阳智能发布对
外投资公告， 宣布投资年产 5GW 光伏高
效电池和 5GW 光伏高效组件项目， 投资
金额为 30 亿元。项目建设周期为 5 年。 预
计分三期投资， 第一期投资金额为 6 亿
元，2021 年完成一期自建厂房年产 1GW
光伏高效电池+1GW 光伏高效组件产线
建设；2022 年完成二期在一期基础上扩充
至年产 2GW 光伏高效电池+2GW 光伏高
效组件产线建设；2025 年前完成三期新建
年产 3GW 光伏高效电池+3GW 光伏高效
组件产线建设。

近年来，光伏产业快速发展，技术驱
动降本增效，异质结电池的理论电池效率

为 27.5%， 能够与其他技术路线的电池进
行有效叠加，异质结叠加钙钛矿技术后理
论效率可达 42.5%，量产效率可达 30%，未
来提效空间巨大。

早在 1990 年， 日本三洋公司成功开
发出异质结电池 ， 彼时的转换效率为
14.5%。 2015 年，异质结专利到期，技术壁
垒消除，国内外领先的光伏企业开始大力
发展和推广异质结技术，当前异质结电池
量产效率普遍已在 24%以上。

公开数据显示， 通威异质结电池量产
效率达到了 25.18%、安徽华晟达 24.73%、爱
康科技 24.59%、东方日升 24.55%。异质结效
率的快速提升吸引了行业关注的目光，

2020 年，各企业宣布的 HIT 产能规划达到
27.75GW， 目前已建成的 HIT 产能在 3-
5GW，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测，HIT的
市场份额将从 2020 年的 3%增加至 2025
年的 20%左右，大规模产业化蓄势待发。

根据首创证券的报告， 目前制约异质
结电池发展的主要还是成本因素。 2020年,
异质结电池的单瓦成本约为 0.92 元， 从成
本结构拆分来看，硅料依然是成本的大头，
占比约为 47.1%，其次是浆料、设备折旧和
靶材，占比分别为 24.3%，11%和 4.4%。

从成本结构拆分入手，异质结电池的
降本路径主要包括以下路线。 首先，目前
传统电池使用的硅片厚度在 170-175 微

米， 异质结电池厚度在 150-160 微米，未
来， 其所用硅片厚度有望进一步降低至
120-130 微米，硅片每减薄 5 微米，单片价
格下降约 5 分钱，可实现大幅降本。 其次，
异质结非硅材料成本中，银浆和靶材成本
占比达到 70%，通过加速国产化，能够有
效降低耗材成本。 另外，提升设备单位时
间的产能，降低单瓦设备投资。 国内迈为
股份、捷佳伟创、理想新能源等厂家异质
结 1GW 设备投资从 15 亿元下降至近期
的 4.5 亿元，未来还有望进一步降低。预计
2021 年异质结电池的单瓦成本能够从
0.95 元降低到0.8 元以下， 竞争能力将显
著提升。 （吴怿）

异质结电池大规模产业化蓄势待发

资讯

黄河公司在青海地区
光伏日发电量创新高

本报讯 5 月 8日， 黄河公司在青
地区光伏日发电量再创新高， 达到
3598 万千瓦时，这是今年以来黄河公
司在青区域光伏日发电量第 8 次突
破 3000 万千瓦时， 较原新高值 3 月
23 日的 3394 万千瓦时高 204 万千瓦
时，占青海省当日光伏发电量 8780 万
千瓦时（新高）的 41%。

黄河公司目前在青区域光伏总装
机 626 万千瓦， 占青海省网光伏装机
1601 万千瓦的 39.1%， 是青海省内光
伏装机占比最大的发电企业。

今年以来， 黄河公司将提高新能
源发电量作为公司年度重点工作之
一，从运行专业角度理思路、想办法，
切实提高新能源发电量。 尤其是针对
光伏发电方面， 专门召开会议分析研
究提升新能源发电量措施， 定期组织
召开提升新能源发电量专题会议，从
运行专业布置安排提升新能源发电量
工作。 （董得福）

东方希望拟投建
25万吨/年多晶硅工厂

本报讯 5 月 11 日，宁夏回族自治
区政府与东方希望集团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 石嘴山市政府与东方希望集团
签订项目投资协议。 根据协议，东方希
望集团将在宁夏规划建设新能源光伏
新材料循环经济暨产业发展集群，投
资建设光伏新材料、新能源、现代农业
等上下游一体化循环经济项目。

其中， 一期项目以 25 万吨/年多
晶硅为主体， 配套建设 20 万吨/年工
业硅、电子级高纯晶硅等项目，预计
总投资 300 亿元，项目建成达产后年
产值可达 300 亿元，直接解决就业约
1 万人。 （肖舟）

粤电力追加百亿投资
在疆建设光伏项目

本报讯 5 月 12 日，粤电力 A 发布
公告， 拟向新疆追加投资百亿， 建设
200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在今年 2 月
24 日， 公司曾公告称， 拟在新疆建设
150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及 50 万千瓦
丰利发电项目，合计拟投资 105 亿元。

公告披露， 粤电力与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于东莞市签
署了 《关于建设 200 万千瓦光伏发电
项目的投资合作协议》。 根据投资合作
协议， 拟在图木舒克市境内增加投资
建设 200 万千瓦、 预计总投资约 100
亿元的光伏发电项目。

图木舒克市位于新疆西部地区，
太阳能资源和风力发电资源丰富，具
有较好的开发价值。 双方在原有新能
源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基础上， 加强互
信，深化新能源领域合作。 本协议签署
后， 粤电力拟在图木舒克市投资建设
新能源项目装机规模总计达 400 万千
瓦，预计总投资 205 亿元。 （骆湘）

中航锂电日前发布消息称, 该公司就
厦门基地 30GWh 动力电池扩产项目与厦
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达成合作共识；
4 月，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安徽省马
鞍山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投资 110 亿元
在当地建设动力电池电芯及 PACK 生产
研发基地，规划年产能 28GWh；2 月起，宁
德时代接连宣布将在江苏、广东、四川和
福建四省扩大其动力电池产能，总投资约
395 亿元。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高速发
展，也随之带动了动力电池产能需求的增
长。 在产能需求猛增的背景下，今年国内
动力电池企业扩产的消息频频传出，掀起
新一轮投资热潮。

加速行业洗牌

谈及新一轮动力电池投资潮，伊维经
济研究院研究部总经理吴辉告诉记者:“目
前，基本都是宁德时代这样的龙头企业在
扩产，另外就是大资本入场，其他小企业
都被淘汰出局。 这一轮投资热可能进一步
加速动力电池行业的洗牌。 ”

新能源汽车行业独立研究员曹广平
认为，动力电池行业内龙头及第二梯队的
企业，基本上经历了深度的产品验证和市
场洗礼。 如今，进入的动力电池行业的门
槛已经提高，只有在技术、规模、资金、管
理、 资源上具有一定优势的电池企业，才
有可能持续进行扩军备战。 “新进入的企
业，如果低水平重复，没有差异化的竞争
力，风险就非常大。 ”

据全球汽车产业信息服务平台盖世
汽车整理，今年一季度，我国动力电池企
业相继公布的动力电池相关新投建项目
达 20 余个，整体投建资金达 1600 多亿元，

建设年产能超过 350GWh。 “龙头企业应
当基于订单的真实需求投资扩产，对整个
新能源汽车市场尤其是客户车企未来几
年的销量做好估计。 实力尚且不足的企
业，可以布局非汽车领域市场。 ”吴辉说。

产能需统筹优化

其实，国内动力电池行业也曾掀起一
波投资热潮。 自 2015 年新能源汽车行业
经历了“动力电池饥荒”后，2016 年，动力
电池企业纷纷扩产， 外围企业争相涌入，
导致动力电池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动力电
池装机量为 56.9GWh，而同期动力电池产
能约为 260GWh，有 4/5 的产能没有释放。
随着新产能的继续投放，2018 年动力电池
产能可装备 400 多万辆新能源汽车，是
2018 年产销量的近 4 倍。 高端供应不足，
低端产品需求不足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问
题突出。 本次投资热是否也将导致新一轮
产能过剩？

“2020 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累计
63.6GWh，有报道称今年前 4 个月装车量
达到了 450Gwh。 不排除有‘宣称的产能’，
但实际产能过剩的情况还是存在的。 ”曹
广平表示。

据了解，2015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额
度较高，动力电池企业盈利多，吸引了多
家投资企业进入动力电池行业， 原有动
力电池企业也加快产能布局。“此前的扩
产潮主要原因是新能源汽车补贴， 而目
前阶段的扩产是基于市场需求和订单，
扩大的产能主要是有效产能。 对整个行
业来讲，即使产能过剩，也不会像以前那
样出现很多无效产能。 两次扩产潮是不
同的。 ”吴辉表示。

产能过剩怎么办？ 曹广平建议，应当
统筹优化产能、提倡优质产能、禁上落后
产能。 “根据每个省份的新能源汽车数量，
统筹安排电池产能，不过度上马，保留优
质产能，限制落后产能，最起码有预警。 ”

“强者恒强”效应凸显

随着产能的不断扩张，动力电池市场
“淘汰赛”进一步加剧，“强者恒强”效应凸
显。 电池头部企业占比不断提升，虽有新
势力涌入， 但整体企业数量却不增反减。
“原来 100 多家电池企业， 以后真正给汽
车配套的也就十多家左右，所以数量必然
还会继续减少。 ”吴辉坦言，“毕竟汽车电
池是一个资金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的产
业，小型企业不太适合给车企配套，未来
一定是大企业来做。 ”

“电池行业头部效应虽然有助于降
本，但实际上不利于充分竞争，需要在总
体上加以调控， 比如鼓励差异化竞争，控
制企业总量等。 ”曹广平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电池企业，吉利、
通用、特斯拉、大众、宝马、现代、保时捷等
整车企业也在自建工厂或合资建厂，加速
自产动力电池， 保障其动力电池供应稳
定。 对此，曹广平表示，车企自造电池有利
于稳定自己的电池供应链，对独立电池供
应商是潜在的竞争。

“但独立第三方电池商供应还将是未
来整个市场上的主流， 因为电池电芯属
于化学和物理的体系， 电池与车企属于
两个行业。 ” 吴辉指出，“很多整车厂从
技术层面以及控制供应商的角度去做动
力电池， 对整个动力电池市场只是起到
补充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