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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材材一一体体化化大大势势所所趋趋 辅辅材材专专业业化化更更具具优优势势
——————专专访访正正泰泰新新能能源源董董事事长长、、总总裁裁陆陆川川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姚姚金金楠楠

第十六届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走进“全球绿色能源领袖对话”主会场，张会学分享的是
中国光伏成就卓著的昨天和充满希望的明天：“过去十多
年， 中国光伏行业的发展速度远超我们的预期———更早实
现平价上网、更早向主力能源迈进。未来十年，尽管我们还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相信中国光伏可能还会超出我们的
期待。 ”

走出 SNEC 展会大本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张会学思
虑的是一家光伏开发产业生存的今天：“行业整体发展向好，
可供选择的产品供应商也变多了，对我们开发商而言无疑是
利好的。 同时，想投资光伏电站的企业变多了，我们‘拿项目’
的竞争压力也确实更大了。 ”

“火热”发展的当下，我们需要怎样的“冷静”思考？ 在
SNEC 展会期间，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节能太阳能”）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张会学接受了本报
记者的独家专访。

●开发市场：强劲对手入局，投资成本增加

“有个形象的说法，光伏行业现在是‘肉多狼也多’，而且
不光有狼，还有狮子、老虎。 ”回想起 2009 年做第一个光伏发
电项目时的市场环境，张会学深感挑战当前。 “十年前，大型
发电央企几乎很少在光伏发电上发力。 大家要么是觉得前景
不明朗还在观望，要么是觉得技术不成熟还想等等，开发市
场的竞争并不大。 ”

“但现在五大电力集团都在布局可再生能源， 从企业的
综合实力来看，他们的竞争是非常强大的。 好在经过多年的
积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企业口碑和资源渠道，行业
内对中节能太阳能的认可度是不错的。 ”张会学告诉记者，目
前，公司在大型基地项目和工商业分布式电站上的投资都在
稳步推进，全国范围内划分的七个大区各有千秋。

除了新入局的强劲对手，张会学坦言，投资电站的另一
大压力来自于非技术成本的增加。 “‘资源’价码变高了。随着
光伏行业不断的发展，地方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优质的光照条
件、适宜的建设土地，都是开发光伏电站的先天优势。 “既然
是大家都想要的‘香饽饽’，‘涨涨价’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

但张会学也表示， 投资成本增加带来的挑战不容回避。
就宏观层面而言，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三令五申，不得将
强制配套产业或投资、违规收取项目保证金等作为项目开发
建设的门槛。 “很多时候，我们也理解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
但我们也同时期待一个更清爽的投资环境。 ”

●产品竞争：价格主要影响因素，垂直一体化趋势明显

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 今年一季度，我
国光伏新增并网容量 3365.6 万千瓦， 这一数据已经超越了
2019 年全年的光伏装机总量。 “看今年 SNEC 展会的现场就
有最直观的感受，行业空前火爆，连中间的绿化草坪上都搭
着满满的展位，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 ”

“现在也有很多讨论和担忧，这么高速的增长背后，
明年，光伏行业到底会不会出现产能过剩？ ”面对记
者的提问， 张会学直言：“现在还不到过剩的程度，
至少产品价格并没有真的低下来。 我们是买方，当
然是希望价格越低越好，产能过剩可以促进老旧产
能的淘汰、加速技术升级，同时还能降低投资成本，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肯定不是一件坏事。 ”

“对于普遍关注的产品价格问题， 其实道理很
简单，如果产业处于早期发展不成熟的阶段，或者
是某个企业一枝独秀的状态下，开发商把价格作为
采购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其实是不合理的。 但如果行
业发展逐步成熟，产品质量稳定，各厂商间的整体
差异并不十分明显，那么价格就是非常重要的考量

因素了。 ”在张会学看来，当前，就中国光伏制造业的发展程
度而言，“价格分”确实是选择的关键所在。

在今年的 SNEC 展会期间，中节能太阳能旗下的制造企
业，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也携带其四款主打组
件产品，常规组件“云长”系列、全黑组件“青天”系列、轻柔组
件“飞燕”系列、PVB 彩色双玻“女娲”系列，以及节能云平台
行业解决方案与相关产品参展。

涉足制造产业，同时站在开发商的“观察者”角度，张会
学如何看待光伏产品制造端的发展态势呢？

“看看展会上活跃的大型制造企业， 从硅料到硅片再到
电池片和组件，垂直一体化发展的企业已经越来越多。 ”在张
会学看来，如果行业发展处于各环节都能够充分竞争、市场
化程度非常高的阶段，专业化道路可能更为合适。 反之，如果
产业链各环节竞争发展尚不平衡，企业还要面临上下游的波
动风险，那么垂直一体化的优势就显而易见。 “就目前而言，
光伏制造业可能还是要走垂直一体化的道路。 ”

●产业协同：光储融合大势所趋，政策层面仍待完善

在垂直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光伏和储能等新产业
的“一体化”协同也不断强化。 “就未来趋势而言，储能和新能
源的结合是新能源发展的支撑点。 如果可以和储能有机融
合，那么，光伏成为主力能源就指日可待。 ”

“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在被动的做储能，因为很多地方都
有要求，想要投资建设光伏电站，就必须配置一定比例的储
能。 强制的结果就是，钱花了，但并没有发挥效用，电网不调
度几乎就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在张会学看来，要破除发电
侧强制配储的现状，共享储能或将成为一大突破口。 “几家企
业合作，建一个大型、先进的储能装置，对于电网调节起到优
化改善的作用，对发电企业而言也是优质资产。 最起码，先通
过这种模式，让投资储能不再是一个亏本买卖。 ”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强制配储过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
问题，新能源发电侧对“共享储能”理念的推崇者不在少数，
但真正落地“共享储能”项目并不多见。 对此，张会学认为，这
与地方政府态度密切相关。 “虽然从体量上来说，‘共享储能’
也能够满足发电侧配储的调节需求，但很多时候，在管理层
面， 自己投资建在自家电站旁边的装置就可以算作配储，在
项目竞配中被认可。 几家企业联合建设的就没有这么顺利
了。 ”

张会学表示，目前，在储能层面，公司也有一定的技术跟
进，但整体思路还是要“等政策”。 “等到相应的峰谷电价、交
易策略、共享储能管理都有一定的政策雏形，光储一体化的
高投资收益也会真正显现出来”。

5 月 24-26 日，第十六届（2023）国际
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上海）大会暨展览
会（以下简称“SNEC”）展会盛况空前，光伏
制造企业不断将产品向上下游垂直延伸，
在储能领域逐步发力。对于垂直一体化、光
储一体化等发展趋势， 主流企业有着怎样
的认知呢？展会期间，本报记者专访了正泰
新能源董事长、总裁陆川。

中国能源报：就光伏产业链而言，正泰
旗下的产品类型丰富、种类繁多，您认为这
将带来怎样的协同优势？

陆川：正泰从电器起家，后来进入到新
能源领域。所以，我们是围绕“电”和“能源”
这两个环节去做产品和服务。

就横向产业链而言， 可能在一个光伏
电站里，除光伏支架以外，其它产品基本上
在正泰集团内部都能生产。所以，在横向一
体化方面， 正泰在下游的电站端有着更大
优势。

过去两年， 我们也通过投资参股的方

式针对性地填补了一些在制造业上游原材
料供应的问题。 由此来提升正泰在整个光
伏价值链的竞争力。

虽然正泰看起来产品线很多、 业务也
很复杂， 但我们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围绕
一个主线：打造出一个质量好、发电量高、
运维简单、交付时间快的光伏电站，使业主
可以实现度电成本更低、收益更高，这是我
们所有工作的落脚点。

中国能源报： 您刚刚提到 “横向一体
化”的优势，那您又是如何看待目前光伏制
造企业“垂直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呢？

陆川：从主材角度，应该还是要往垂直
一体化的方向走。一方面，硅片、电池片、组
件的每个环节， 都有一定毛利润； 另一方
面， 垂直一体化的发展有利于企业把握和
跟进市场变化，比如，在没有拉棒产能的情
况下，如果要推矩形硅片，就一定要跟硅片
厂进行合作，如果自己可以打通硅片环节，
后续生产的电池片尺寸就可以自己控制，

那就一定会有优势。
当然， 每个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

样，战略选择和发展思路也不同。有的企业
已经成功实现首次公开募股（IPO），资金充
裕，做垂直一体化的意愿和能力也就更强。
正泰光伏制造现阶段还是更聚焦于电池和
组件，在硅片乃至硅料环节，目前还是通过
合作的方式来实现。

与硅片、电池和组件不同，硅料其实更
倾向于是一种资源型的大化工业态， 就目
前的发展情况而言，产能过剩比较严重。

对于辅材环节，则更适合走专业化发展
的道路。光伏辅材领域很多化工产品扩产周
期都很长，而且经常会出现原材料方面的瓶
颈，所以专业化发展可能更为适宜。

中国能源报：当前，在新能源发电侧配
置储能的比例不断走高， 您如何看待这个
现象？

陆川：对于配储比例问题，过去几年，
电网和能源主管部门都作出了规定。 从最

开始的配储 10%、时长 2 小时，慢慢发展到
配储 15%、时长 4 个小时。 但最近也有很多
讨论，对于这种强制不分区域、不分日照和
消纳条件，“一刀切” 的配储比例要求提出
质疑。

最近有一些省份也开始探索按照省内
资源和电网消纳结构做一些差异化的配
置。 这说明电网公司和能源主管部门已经
开始意识到， 配储能还是要根据项目的实
际消纳情况进行调整。

消纳情况本就是动态的。 有可能一条
特高压线路打通，消纳就改善了。 所以，当
前，对于新能源配储能的要求，应该更有针
对性，而不是一个省“一刀切”做方案。 同
时，随着储能成本不断下降，发电侧共享储
能模式可能会具有更大发展空间。

中国能源报：刚刚过去的一季度，中国
光伏新增装机实现了空前的增长。 您对今
年全年的装机量有怎样的预期？

陆川： 预计全球年内的新增装机量将

达 280-300 吉瓦， 其中， 中国可能要占到
160-180 吉瓦。

中国能源报：如果光伏装机快速起量，对
于后续运维市场又将带来哪些挑战呢？

陆川：同海外相比，国内的电站运维确
实还不够成熟。 我们在海外运维的很多项
目目前都已经能够实现无人值守。 但国内
的项目，对于人员配置还是有要求的，电网
公司的调度电话通过座机打过来， 必须要
有人接听。所以，很多央企的电站运维还是
以“轻包工”方式在招标，相当于招劳务。一
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电站装机翻倍，运维
需求也要翻倍， 那么人员数量就会跟着翻
倍，“凑人头”的压力还是不小的。

运维市场后续需求肯定很大， 但目前
的情况是市场鱼龙混杂。 业主方只有经历
过一轮低水平运维后， 才能够重新回归对
运维工作的重视。今年，在运维招投标的过
程中， 我们看到很多有实力的同行在报价
上都更趋于理性。

光伏产业火热空前
冷静应对压力不减

———专访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张会学
■■本报记者 姚金楠

5 月 24-26 日，SNEC 第十六届（2023）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
（上海）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行。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理事长、阳光电源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随着
传统化石能源的枯竭和价格的持续上升，光伏发电将很快成为最具经济
性的电力形式。

随着“双碳”目标持续推进及全球能源转型步伐加快，光伏产业在装
机规模、技术革新等方面正迎来跨越式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需求不
断涌现，光伏电站也面临发展新挑战。作为光伏电站和电网之间的桥梁，
光伏逆变器一头连接组件、一头连接电网，不仅决定了电站可以发多少
电，还要适应和支撑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在新发展形势下，光伏逆变器需
要做出哪些变革，牢牢牵引住电站和电网两端？在 2023 上海 SNEC 展会
期间，《中国能源报》记者就此采访了阳光电源光储集团副总裁、地面光
伏事业部总裁张显立。

■■ 支撑电网能力亟待提升

据智库服务机构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2014-2022 年， 我国光伏发
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例逐年增长。 2022 年，我国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
用电量的比例已达到 5.1%。 未来，光伏将是推动我国实现能源变革的重
要引擎之一。

阳光电源在《5A 融合-地面电站解决方案白皮书》中援引行业机构
数据也预测了光伏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2023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将
超过 350 吉瓦，到 2030 年新增装机量将接近 700 吉瓦。

在张显立看来，光伏装机规模、发电量占比的不断提升，给逆变器发
展提出了新要求。 “原来光伏规模小，对电网影响不大，随着规模越来越
大，其特有的波动性和随机性将对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带来挑战。 如何提
升电网强度将成为未来面临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转变发展思路，从被
动适应到主动支撑，提升光伏逆变器对电网的支撑能力，这也是目前光
伏逆变器产业公认的发展方向。 ”

张显立进一步解释说：“具体来看，电网环境也各有差异，有的地方
电网强，有的地方电网弱，光伏逆变器就需要自动适应当地的电网环境，
始终保持系统稳定运行，这对逆变器的控制要求非常高。 ”

■■ 电站营运环境越发复杂

地面光伏电站是光伏装机的主力。2021 年，我国启动第一批以沙漠、
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建设，地面光伏电站应
用场景逐步向多元化、复杂化方向发展。

“‘上山下海进沙漠’已经成为地面光伏电站的真实写照。 不仅是沙
漠、戈壁、荒地，甚至是丘陵、滩涂和近海，都成为了光伏地面电站未来潜
在开发地。 ”张显立表示，地面光伏电站单体容量大、系统复杂，沙漠、戈
壁、荒地地区风沙强度大，设备内部容易遭沙尘入侵，导致散热不畅、零
部件损坏，影响设备可靠运行。而滩涂和近海地区高盐雾、高温、高湿，易
腐蚀，加剧电站设备老化和损坏，影响寿命。

张显立提出， 地面光伏电站方案升级需综合考虑不同地区应用环
境、设计理念及电网要求等多重因素，因地制宜，科学设计。 “应用环境决定了光伏逆变器产品的
升级方向，一些差异化的需求也将显现出来。 我们通过组串式和模块化产品组合及技术方案创
新，可以适配各种应用场景。 比如，针对山地、丘陵等起伏大、分散地块，我们就要提供更为灵活
的产品方案，充分利用土地，实现土地最大化利用。 而针对沙漠项目，我们的产品就需要高效散
热，隔绝沙尘，保障电站可靠运行。 ”

■■ 智能运维需求快速增加

从光伏逆变器技术发展方向上来看，张显立认为，随着市场对光伏逆变器的性能要求越来
越高，一定要加大产品硬件和软件的创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硬件从产品质量、可靠性等
方面出发，软件则利用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实现快速精准识别和控制、达到发电量优化和智能化
运维的目的。

张显立以光伏逆变器运维为例，说明硬件、软件齐发力的积极作用。 “传统集中式逆变器单
机功率大，故障期间发电量损失较大，且一般需要专业人员维护。 采用模块化设计后，各逆变器
单元在电气上相互独立，单台故障时不影响其余单元发电。同时，我们还研发了模块化光伏逆变
器智能 IV 诊断技术，通过软件技术升级精准识别定位故障。 目前，可识别 16 种主流故障，极大

缩短了运维时间，提升了运维效率。 ”
展望未来，张显立认为，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目标
下，市场对光伏逆变器的要求将越来越高。 要做
好光伏逆变器的创新工作， 就要充分连接供应

链上下游，加强和组件企业、电网公司等协同
创新，才能发挥好桥梁的作用，有效支撑光伏
电力成为主力电源。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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