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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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gnyb-
sxny@163.com； 详情关注中国能源网（www.cnen-
ergnews.cn）或扫描二维码，下载参赛报名表格。

“寻美风光” 手机清洁能源摄影展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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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伏伏企企业业扎扎堆堆押押赌赌““异异质质结结””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董董梓梓童童

浙能集团:

清洁能源送万家

地方动态

无锡打造“零碳城市”
本报讯 实习记者姚美娇报道：日

前，在江苏无锡举行的“2021 碳达峰碳
中和无锡峰会”上，业内专家围绕“碳
达峰、碳中和”时代课题展开深入交流
探讨， 助力无锡率先探索零碳约束下
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加速领跑零碳发
展新赛道。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
力、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以 1/26
的国土面积承载了 1/6 人口、产出了
近 1/4 地区生产总值，碳排放量大约
占到全国 1/5。 无锡作为长三角地区
经济发展的先行军， 一直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
展道路。 2020 年 3 月，无锡率先提出
打造“零碳城市”目标。 多位业内人
士一致认为， 无锡探路零碳城市拥
有良好基础条件， 处于经济快速成
长时期， 人均 GDP 在国际上属于高
收入经济体的中部。 能源结构调整
颇有远见，拥有光伏组件制造优势，
早已布局推进碳盘查、 监测涉及的
物联网技术。

“零碳”之路，如何发力？ 无锡市
委副书记、市长杜小刚指出，无锡正
在研究制定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
方案，力争较全国和全省提前 1-2 年
实现碳达峰目标，将重点结合辖区内
各板块禀赋条件，率先探索，集中发
力，重点打好“四张牌”。

“第一张牌是打造零碳科技产业
园，在无锡高新区规划建设零碳科技
产业园，将其打造成为长三角乃至全
国知名的零碳技术集聚区、产业示范
区；第二张牌是创设零碳基金，将进
一步加强与国内头部股权投资机构
的战略合作，在无锡设立一批重量级
零碳基金，引导和鼓励更多社会资本
投入绿色产业领域；第三张牌是建设
碳中和示范区，紧扣‘源、网、荷、储、
碳’五大环节，构建智能碳管理、智能
需求侧管理和智能车辆电网协同三
大系统，积极推进无锡经开区中瑞低
碳生态城建设；第四张牌是建设创新
零碳谷， 将在宜兴环科园谋划建设
‘创新零碳谷’，目前已经明确了‘三中
心一金融’的实施路径。 ”杜小刚说。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我
们的自身需求， 也是我们的国际责
任。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主
任张俊杰指出，“无锡是高收入经济
体、也是高排放经济体。 在未来，要成
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 低排放经济
体，是硬脱钩所面临的挑战。 ”他认
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态环
境治理能够辅助实现“碳达峰”目标，
而 2030 年以后，要寄希望于低碳技术
创新所带来的产业革命。 “通过技术
革新， 不仅能够成为减排的先行者，
也有可能成为新技术、新产业的策源
地。 创新和市场相叠加能够迸发出巨
大的力量。 ”

“碳定价将会源源不断给企业释
放市场信号，尽可能采用零碳技术，减
少碳排放， 拉动零碳技术创新蓬勃踊
跃的发展。 尽管交易品种是二氧化碳，
但它对社会带动效应却是零碳技术的
加速器。 ”远景能源 CEO 张雷表示。

本报讯 5 月 28 日， 走进浙能集团旗
下最大火力发电厂———嘉华发电公司，8
台总装机容量为 530 万千瓦机组正通过
500 千伏高压输电线， 将清洁电能源源不
断输送到浙江的千家万户。 该电厂自首台
机组于 1995 年 3 月 31 日并网发电以来，
至今已累计发电 3978 亿千瓦时，相当于嘉
兴市 7 年的用电总量。

今年是浙能集团成立 20 周年。 据浙
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胡仲明介绍，经
过 20 年发展，该集团发电机组装机容量
从成立之初的 376 万千瓦跃升到 3655
万千瓦，增长近 10 倍。同时，年供应煤炭
超 6000 万吨、建成省级天然气管网 2348
公里、一大批风光水电项目相继投产，原
油贸易量已达 1217 万吨，综合供能服务
站遍布全省 11 个地市。 目前，浙江省能
源供应能力大大增强， 可满足浙江经济

社会发展用能的需求。 该公司将继续坚
持绿色低碳为导向，优化产业新布局、开
辟发展新路径，为浙江省率先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发挥主力军作用。

同一天， 站在杭州市滨江区浙江省
天然气调度控制中心数字大屏前， 只见
浙江天然气版图在显示屏中闪烁， 纵横
交错的天然气管道在显示屏中有序切
换，它恰似一个超级大脑，指挥着全省天
然气的供应及安全生产。 浙能天然气运
行公司调度运行中心调度值长李育智
说，2004 年，长度约 80 公里的杭湖线天
然气管道全线贯通， 成功将西气东输天
然气引入浙江， 实现了浙江管道天然气
开发利用“零”的突破。至目前，浙江省级
天然气管网已覆盖 75 个县市，累计供应
天然气超 921 亿方。

当天，坐落在青海省海西州锡铁山新

能源基地的浙能海西华汇大柴旦风电站，
排列有序的风机迎风转动，贡献着绿色能
源。 浙江新能西北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姚伟
介绍说， 该风电站装机容量为 50 兆瓦，项
目已于 2020 年底建成投运，年上网电量约
1.13 亿千瓦时， 与相同发电量的燃煤机组
相比，每年可节约标煤 3.4 万吨。

20 年来， 浙能集团将科技创新转化
为生产力，累计投入科研经费达 67 亿元，
获得专利等知识产权近 900 项，牵头编制

各类标准 42 项，其中国际标准 3 项，国家
标准 13 项， 同时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项
近百项，其中超低排放技术荣获国家技术
发明一等奖。 通过科技研发，掌握了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提升了企
业的运行效率。 2017 年以来，浙能集团有
序推进经济适烧煤种的采购和掺烧工作，
截至目前， 集团系统内 11 个电厂已采用
经济适烧煤炭 654 万余吨，产生效益 1.15
亿元。 （朱将云）

日前， 爱康科技在江苏省泰州市的 6
吉瓦高效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基地项目正
式开工，项目总投资金额超 50 亿元，将分
三期建设完成。 爱康科技表示，该项目是
泰兴高新区建设“太阳谷”异质结产业基
地的重要支撑项目。

作为继 PERC 技术之后，下一代商业
光伏生产候选技术之一，异质结一直是光
伏产业主要生产厂家关注的焦点，但由于
其成本偏高、 设备国产化率不足等短板，
多年来并未形成规模优势。 然而，近年来，
异质结电池异军突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投资，也让该技术商业化进程明显提速。

“扎堆”投建新产线

爱康科技并不是唯一的入局者。 仅今
年 5 月，就有明阳智能、江苏淮宁能源科技
等 3 家公司，明确将投资建设异质结电池
片或组件生产线。 2020 年以来，中利集团、
钧石能源等 10 余家能源企业公开宣布扩
大异质结领域的产能，单体拟投建产能规
模都在吉瓦级以上， 合计产能超 50 吉瓦，
单个项目投资规模均超 10 亿元，合计投资
金额超 275 亿元。

新能源公司扎堆进军异质结领域，
“看好” 成为企业解释其战略布局的高频
用词。 在 PERC 电池转换效率越来越接近
理论天花板的背景下，寻找下一代商业光
伏生产技术是行业的大事。 为何异质结脱
颖而出？

据光大证券披露， 从结构上来说，异
质结就是指由两种不同的半导体材料组
成的结。 它是在单晶硅基板的两面沉积上
薄膜硅，形成高效太阳能电池。 也就是说，
异质结电池是基于硅片的太阳能电池技
术和薄膜光伏技术的融合体，这意味着异
质结电池同时具备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的
光吸收性能和薄膜电池的钝化特性，称得
上是“强强联合”。

晋能科技总经理杨立友告诉记者：
“由于结构对称， 异质结电池的工艺步骤
缩减至 4 步。 整线可以采用约 200 摄氏度
的低温制程工艺，节约能源。 同时具备更
好的弱光响应和超低功率衰减，双面发电
时，背面增益更高。 ”

“综合考虑异质结电池具备的多项优
势，异质结电池已经具备替代 PERC 电池
的实力。 预计 2025 年光伏市场为 350 吉
瓦，即使组件价格再降 25%，全球市场空间
5800 亿元，参考 PERC 成熟之时的市占率
超过 40%，异质结电池的市场空间在 2300
亿元以上。 ”明阳智能称。

大规模产业化蓄势待发

异质结并不是新兴技术，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异质结电池就被成功开发。 但在
过高的成本支出下， 并未形成规模化发
展，商业化进程缓慢。

杨立友认为：“要实现异质结吉瓦级
量产需要达到 3 个条件，电池转换效率达

到 24.5%， 成本在 PERC 的 105%以内，设
备投资低于每吉瓦 3 亿元。 ”

光伏正在集结全产业链力量，带动异
质结效率和成本的快速下降。 在目前公布
的扩产计划中，异质结产品的转换效率都
在 24.2%以上， 越来越接近实现规模化发
展的必要条件。

以晋能科技为例，目前，其异质结电
池量产平均效率达到了 24.4%， 异质结
组件的成本是 PERC 组件的 138%。 “把
成本降至 PERC 的 105%是我们这一阶
段的目标，对此我们非常有信心。 ”杨立
友说。

在安信证券看来，降本提效路径明确，
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测算数据显示，2020
年，异质结电池的单瓦成本约 0.95元。从成
本结构拆分来看， 硅片和浆料是成本的大
头，占比分别约为 47.1%和 24.3%，合计在七
成以上。 因此异质结电池的降本路径主要
包括硅片减薄降低硅料耗量，降低银浆等
耗材单位使用量， 加强银浆国产化进程
等。 预计今年异质结电池的单瓦成本能够
降低到 0.8 元以下。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测，异质结产品
的市场份额将从 2020 年的 3%提升至
2025 年的 20%左右， 大规模产业化蓄势
待发。

设备已不再是掣肘

3 年前，光大证券曾发布报告称，异质

结技术优势远超常规晶硅路线，但在行业
内一直得不到量产应用，还有设备的原因。
“异质结电池生产设备与常规晶硅电池路
线不兼容，近年来 PERC、黑硅、IBC 等新
型电池技术都是在传统晶硅电池技术上的
叠加，企业通过改造现有的电池生产线便
可实现新技术的量产。 但异质结技术不能
利用现有的生产线，只能投资建设一条全
新的生产线，导致在初期推广中投资成本
过高。 ”光大证券称。

此前，国内异质结核心生产设备主要
依靠国外进口，促使企业投资进一步增加。
随着京山轻机、迈为股份等企业的陆续入
场，设备国产化持续推进，我国光伏产业正
扭转这一趋势。

杨立友认为：“近年来，国内设备厂家
已经陆续投入到整个太阳能电池产线生态
的研发上，设备国产化这一关键环节取得
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形成了现在从国外垄
断到群雄逐鹿的阶段。 ”

据安信证券分析认为，目前异质结产
线设备投资已经降至 4—4.5 亿元/吉瓦，
较此前的 8—10 亿元/吉瓦大幅下降。当前
设备已不再成为制约异质结产业化掣肘，
设备降本提高了电池厂扩产意愿，产业规
模化效应凸显。

在产业内部看来，一旦异质结实现了
规模化、商业化发展，其未来发展路线将更
值得期待。 中科院研究数据显示，异质结
电池的转换效率已经较 PERC 高于 1—
2%。 可喜的是，异质结还适合与钙钛矿叠
加，最高转换效率可达 30%。

浙浙能能温温州州发发电电公公司司外外景景。。 洪洪伟伟//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