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关注注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能源基建 19□ 2023 年 3 月 27 日
□主编：董欣 □ 版式：侯进雪

□ 电话：010-65369452

新新增增装装机机量量连连续续两两年年占占比比超超过过 5500%%

我我国国分分布布式式光光伏伏持持续续高高速速发发展展
■本报记者 仲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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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数字经济领域的
平台企业，近年来，广西投资集团旗下数字广西集团
坚持新发展理念， 发挥广西数字经济龙头企业优势，
推动重大产业落地、壮大产业生态，以数字技术赋能
壮美广西建设，全力勾勒数字生态新蓝图收获实效。

■■高精专技术
建设高效能数字政府

作为广西数字政府建设改革的重要参与者，数
字广西集团坚持奋战在建设的第一线， 聚焦政府数
字化转型，着力提升政务服务、政府治理和政务协同
水平，推动数字政府建设见新效。推动数字政务一体
化平台实现区、市、县、乡、村五级全覆盖，99.6%的政
务服务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2022 年广西省级数
字政府服务能力获评优秀级； 搭建运营的政府网站
集约化平台助力广西政府门户网站连续两年跻身全
国前三名，经验做法被《政府网站集约化改革试点地
区经验做法及成效汇编》收录；广西政务数据治理指
标从全国倒数第四步入全国前十名， 成为全国首批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国家试点。

■■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数字经济新高地

近年来， 数字广西集团贯彻落实 “引企入桂”战

略，以“立足广西、面向东盟、聚焦信创、服务国家”为
导向，联合多方力量合作共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
业园，重点布局信创产业，全力打造“中国信创第一
园”。截至目前，产业园首批签约入园的企业达 34 家，
涵盖智能制造、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商用
密码等多个领域。 其中，首批入园的中科阿尔法公司
已在产业园正式投产，搭建了 4 条无线芯片 SIP 封装
生产线，产品远销海内外，预计将带动数 10 亿元电子
信息产业项目落地产业园。 同时，数字广西集团与深
圳市宝德计算机公司共同打造数广宝德自主可控计
算机生产基地，年产值超 6 亿元，实现广西自主生产
计算机、服务器“零突破”。下一步，数字广西集团将持
续建设完善产业园，不断提供现代化标准厂房、专业
厂房，充分为信创全产业链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基础设
施支撑。 预计至 2025 年， 产业园入驻企业将超 150
家，带动投资超 70 亿元，直接营收贡献超 300 亿元，
引进和孵化上市公司超 3 家，引导加速数字经济产业
创新集群建设。

■■高能级平台
加快数字社会高质量建设

数字平台激活经济新动能。 数字广西集团运用大
数据、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技术，大力发展平台经济
新业态、新模式，有效激发数据要素潜能，助推多个领
域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在电商领域，“桂品会”智能
供应链平台已覆盖全区 14 地市和 66 个重点帮扶县，
交易额超 3.8 亿元，累计帮扶人数超 10.3 万人，积极

助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在医疗领域，广西药品集团采购服务平台实现了
药品、医用耗材集采全流程线上化，已覆盖全区超过
2420 家医疗机构、1123 家药品生产企业和 332 家配
送企业，签订药品购销合同 40.8 万份，签订合同金额
超 68.82 亿元，有效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 在糖业领域，广西糖业大数据云平台作为官方唯
一糖业云平台，是广西第一朵“经济产业云”，平台覆
盖涉糖农业、工业、商贸和金融等各个环节，平台注册
企业数超 32 万户，助力广西传统产业二次腾飞。

数字赋能“智”慧民生。 近年来，广西社会经济各
领域数字化转型步履铿锵，数字广西集团在全国范围
内首创建设运营“智桂通”移动开放生态平台，开启了
数字广西建设新征程，为社会发展释放更多“数字红
利”。上线至今，“智桂通”平台整体实名认证用户数已
突破 4000 万，APP 累计实名认证用户数达 248 万人，
推出“政、商、民、客”四大领域 18 个服务专题、852 个
精品服务应用，APP 累计应用访问次数近 6900 万次；
先后亮相第 19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第三届中国—
东盟人工智能大会等舞台，覆盖人数超 600 万；超百
家国内头部企业均入驻智桂通生态圈。

数字大潮，奔涌正盛。在广西投资集团的支持指
导下， 数字广西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旗帜鲜明重实效、强实干、抓落实，强化创新驱
动、数据赋能，助力推进全区数字化转型发展，持续
致力于创新数据要素市场化广西模式， 全力描绘数
字经济发展新蓝图，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壮美广西注入更强劲的新动能。

毛俊水库是 172 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是以灌溉为主，结合供水兼顾发电的综合水利工程，目前正在紧张施工中。 人民图片

数字广西集团全力勾勒生态新蓝图

������2022 年， 我国分布式光伏市场占比加
速提升。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 87.41 吉瓦，同比增
长 59.3%。 其中， 分布式新增装机 51.1 吉
瓦，同比增长 74.5%，我国户用光伏新增装
机量 25.25 吉瓦，同比增长 16.9%，占我国
新增分布式光伏装机的 49.4%，工商业分布
式新增 25.9 吉瓦,同比增长 236%。

日前， 河北省光伏新能源商会秘书长
马献立在第五届中国户用光伏大会上指
出，从数据来看，2023 年我国分布式光伏将
继续萌发生机， 较 2022 年有更多突破，光
伏产业实现户用和工商业光伏“两条腿”走
路， 在各个区域实现齐头并进的跨越式发
展。从市场应用端来看，2023 年分布式光伏
将在 2022 年基础上继续蓬勃发展。

■■户用光伏商业模式趋于成熟

近年来， 分布式光伏装机占比迅猛攀
升，其中户用光伏“功不可没”。 中国光伏
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 年， 我国光伏新
增装机 87.41 吉瓦， 其中分布式光伏新增
装机量达到 51.1 吉瓦，已连续两年占比超
过 50%。

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
光伏事业部推广总监王冕指出， 户用光伏
市场已经从无序发展到有序，从“熵增”发
展到“熵减”，其商业模式趋于成熟，实现
了由粗放向精细化和标准化的转变，品牌
集中度提升，头部品牌效益显现。 同时，国
家政策层面鼎力支持户用光伏发展， 多次
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与指导。 户用光伏赛道
持续火热，众多企业入局，行业竞争愈发

激烈。
智汇光伏创始人王淑娟表示， 户用光

伏已成为普通人参与程度最广的能源形
式。 目前，全国户用累计套数约 346 万套，
累计规模约 67 吉瓦；促进“绿色电力”更加
深入人心，带来了切实的经济收益。 同时，
乡村振兴给户用光伏带来更大的发展机
遇， 国家能源局在 2021 年、2022 年多次提
出，积极推进“千家万户沐光”行动，结合乡
村振兴战略， 统筹农村具备条件的屋顶或
统筹安排村集体集中场地开展分布式光伏
建设，建成 1000 个左右光伏示范村。

对于未来的市场发展趋势， 王淑娟预
测，户用光伏市场将明显南移，部分南方省
份户用光伏体量较大， 且增速明显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高能耗企业逐步转型发展分
布式光伏业务， 出口型企业为规避碳税也
要使用绿电， 这些需求都将进一步利好分
布式光伏发展。

■■市场期待精细化服务

随着分布式光伏市场空间逐步扩大，
终端业主对发电量、安全性、可靠性、友好
性等需求也将呈现更高标准发展趋势，产
业已迎来了市场需求差异化、场景化的新
阶段。 一款组件产品同时应对集中式光
伏、分布式光伏的时代已经过去，市场正在
从单纯卖产品转变为对项目全周期服务的
支持。

针对分布式光伏差异化、 场景化的时
代需求，隆基结合差异化理念，从差异化的
产品———基于 HPBC 电池技术的全新组件
Hi-MO 6、差异化的解决方案———隆基向

日葵和差异化的服务生态三大维度进行了
市场布局和模式升级， 不仅有产品与解决
方案的硬实力， 而且在追求服务创新的道
路上也一直保持着高标准和高姿态。

隆基分布式中国地区部总裁牛燕燕在
济南光伏展期间表示， 隆基将在中国分布
式光伏市场尝试服务试点模式， 以提供更
高效、更便捷、更全面的客户服务，不断提
升终端业主的服务体验。

基于对分布式光伏市场的思考与规
划， 阳光新能源旗下的阳光家庭光伏提
供合作共盈、金融模式、经营性租赁及全
款销售四大业务模式， 全方位满足用户
多维需求。 同时提供、促销物料支持、标
准化终端建设等各环节全面扶持， 为客
户提供终身售后， 保障电站全生命周期
运维无忧。

“从目前来看，分布式光伏终端市场已
不再局限于价格， 品牌信用、 产品的高效
率、 多维度服务等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凸
显，将好的产品、优质的服务等尽快用于终
端市场， 可以让终端业主或用户能感受到
分布式光伏产业带来的更多红利。 ”安徽华
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副主
任周华明表示。

■■分布式配储亟待推进

分布式光伏市场发展火爆背后， 难题
和瓶颈逐渐显现。业内专家一致认为，当前
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的增长将持续推高储
能需求，加快“分布式+储能”市场放量。

“发展至今，电网消纳成为户用光伏的
巨大瓶颈。 ” 我国农村地区户均电力负荷

低，为保证农村用电量安全、防止户用向高
电压等级反送电，山东、河北等多地要求户
用接入容量低于变压器 80%。 对此，王淑娟
建议，当前，“集中汇流”规模化开发持续推
进，想要破除消纳问题，就必须开展“集中
汇流+储能”模式，优先集中汇流、科学配置
储能、就地就近消纳。

“当前，一些户用光伏发展非常快的市
县乡村，已经出现了电网接入困难的情况，
而短期内这一痛点问题解决速度不会很
快。 ”河南省产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姚峰指
出，目前，河南、山东等传统光伏装机大省
已呈现全面开花的态势。与此同时，新兴省
份市场也正在成长， 后期或将与传统大省
一样面临同样问题。 行业内要多方面探寻
新的解决方案去突破瓶颈。 “值得注意的

是，对于分布式光伏市场，当前的总体政策
层面向好， 但发展过程中不排除会出现一
些不利的因素， 给整个行业发展提供调整
的时间和空间。 ”

深圳古瑞瓦特新能源有限公司国内售
前技术工程师雒栋伟认为， 分布式光伏行
业正面临应用场景复杂、系统安全要求高，
运维难度大三重挑战。 新型电力系统在持
续可靠供电、 电网安全稳定和生产经营等
方面将面临重大挑战。 “储能作为电网一种
优质的灵活性调节资源， 同时具有电源和
负荷的双重属性， 可以解决新能源出力快
速波动问题，提供必要的系统惯量支撑，提
高系统的可控性和灵活性。 基于此，‘全场
景分布式光伏+储能’这一解决方案将更具
竞争力。 ”

本报讯 3 月 22 日， 随着乌干
达国家电网调度中心下达并网指
令，由中国电建承建的乌干达卡鲁
玛水电站首台机组成功发电并入
乌干达国家电网。 机组运行期间性
能优良，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设计
要求，实现了“一次安装完成、一次
启动成功、一次调试成功”的精品
机组目标。

作为乌干达最大水电站，卡鲁
玛水电站首台机组顺利发电后，直
接将乌干达发电总量由 1278 兆瓦
提升至 1378 兆瓦；6 台机组全部投
产后， 将增加 600 兆瓦发电总量，
使乌干达发电总量增加至 1878 兆
瓦，在原基础上提升近 50%。

该项目位于乌干达中北部基
扬东戈大区卡鲁玛镇，距乌干达首
都坎帕拉 270 公里， 总投资 16.88
亿美元。 项目由卡鲁玛水电站及配
套输电线路工程组成， 单机容量
100 兆瓦，总装机容量 600 兆瓦，庞
大的地下隧洞工程使卡鲁玛成为
世界第 14 大地下水电站。 项目输

变电线路工程由“四站三线”组成，总长 379 公里，400
千伏的输变电线路刷新了乌干达电力输送纪录。

卡鲁玛水电站是中乌两国“一带一路”合作典范工
程，全部投产发电后，将成为区域内最大的电力“粮
仓”，届时每年将节约原煤约 131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348 万吨，相当于种植了 150 万棵树。 同时，水电
站将使乌干达的电价降低 17.5％， 为乌干达及周边国
家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绿色能源”。 （俞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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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能集团
6 个新能源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 3 月 18 日，内蒙古能源集团 8 个新能源
和超超临界火电项目开工建设，总装机 1070 万千瓦、
总投资 506 亿元，创造了自治区所属国有企业一次性
开工规模最大、投资额度最多的历史记录，装机相当
于再造一个蒙能集团。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中，6 个新能源项目总装机
670 万千瓦，分布于自治区 4 个盟市、7 个旗县，充分
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禀赋，计划于今年年底全部实现并
网发电。项目建成投运后，将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绿
电替代、 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也
将为自治区做强做优做大新能源产业链、筑牢祖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做出应有贡献。

金山热电厂 2×100 万千瓦煤电联营扩建项目和
准大电厂 2×100 万千瓦煤电一体化扩建项目， 均采
用先进设计理念，融入多项创新技术，按照去工业化
和环保型智慧化示范电厂设计，建设花园式厂区，各
项指标均处于国内先进行列；煤耗、水耗、电耗指标
达到国内乃至国际同类型机组最好水平， 具有很好
的节能示范作用，计划于 2025 年全部建成投运。 项
目投运后将充分发挥煤电调峰和兜底保供作用，为
大力发展新能源提供安全保障， 为自治区构建电力
安全稳定供应、推动煤电功能形态转型、助力“双碳”
战略实施提供可靠的能源支撑。

8个项目全部投产运营后， 年发电量可达 380亿千
瓦时，减排二氧化碳 1500多万吨，节约标煤 540 万吨。

（宗庆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