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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期间，新质生产力成为高频
词，引发高度关注。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
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
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
与传统生产力形成鲜明对比，新质生产力
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
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先进生产力，具有
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积极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根据国家
统计局的定义，前者包括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
汽车、新能源这六大产业。而光伏作为
新能源产业代表之一，必然要在绿色能
源转型大趋势下，进一步加强科技研发
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发
展新质生产力，助力全球能源转型及碳
中和目标的实现。

■■以技术创新为关键发力

点，中国新能源产业领跑全球

1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科
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
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正是以技术创新为关键发力点，我国
新能源产业链创新链不断增强，已成为
领跑全球的新兴产业，形成绿色可持续
增长的经济新动能。以风电、光伏为代
表的新能源产业，依托技术、装备创新实
现蓬勃发展，正在改变传统依赖化石能
源资源的发展方式，为推动能源清洁低
碳转型、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和应对气候
变化注入强劲新动能。

数据最有说服力。2023 年，我国可
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3.05 亿千瓦，占全国
新增发电装机的 82.7%，占全球新增装
机的一半，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 3 万亿千瓦
时，接近全社会用电量的 1/3，已成为能
源安全供应和经济社会低碳转型的重
要支撑。进一步看光伏产业，2023 年，
我国新增光伏装机约 216 吉瓦，同比增
长 147%，占新增电力装机的 60.7%，相当
于 2019—2022 年新增装机总和，光伏制
造端产值超过 1.5 万亿元，光伏产业已
成为我国在全球最具竟争力和话语权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高端制造的一
面旗帜。

但也要看到，这个发展过程并非一帆
风顺。自诞生之日起，我国光伏产业就面
临着来自全球的激烈竞争。十多年前，产
业处于市场、核心原材料和核心技术“三
头在外”的境地，发展过程中接连遭遇
全球金融危机和美欧“双反”冲击，曾一
度陷入发展瓶颈期。通过我国光伏企业
不懈拼搏、不断创新，持续推动产业规模
壮大、技术迭代升级，实现从追跑到并跑，
再到全面超越。如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
伏产业第一大国，占据全球70%以上的市
场份额。

发展背后，我们再一次看到，新质

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
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持
续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必须加强科技
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
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新动能。

■■保持光伏技术研发先进

性，通威以行动践行创新突破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重在行动。身
为全球领军光伏企业之一，通威参与、见
证了我国光伏产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
全过程。多年来，通威始终紧跟国家战
略，把科技创新放在企业发展首位，并用
行动践行创新突破，保持全球光伏技术研
发先进性。

例如，通威旗下永祥股份自主研发的
“永祥法”目前已应用到第八代，产品关键
性杂质元素纯度达11个9，产品纯度达到
电子级水平，全面满足P型和N型单晶硅
料的需求，半导体电子级硅料已实现海外
出口，实现了高纯晶硅“中国智造”。永祥
股份现有 500 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成
果，得益于技术不断创新，高纯晶硅产能
已突破 42 万吨，预计 2024—2026 年将形
成超 80—100 万吨产能，持续夯实通威高
纯晶硅全球龙头地位。

通威也是最早探索“5G＋工业互联
网”的企业之一。通过采用5G＋智能制造
方案，实现园区数字化管理、车间无人化智
能制造，率先实现工业数字化、生产智能
化、管理智慧化。与同等产能的传统产线
相比，通威 5G 智能产线用工量减少约
62% ，能 耗 降 低 约 30% ，生 产 效 率 提 升
160%，在降低能耗同时降本增效，成为全
球智能制造标杆项目。2023 年 11 月 30
日，通威太阳能全球创新研发中心在成都

双流启动，建成后主要开展新型电池、组
件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中试，力争 2025
年创建省级乃至国家级试验平台。

通威还自主研发了首个针对 TOP-
Con 量产的 PECVD poly 路线，以及行业
首条大尺寸铜互联(THL)技术，并建设了
新型电池、组件行业 主 流 技 术 中 试 线
等。2023 年，通威 HJT 技术多次实现创
新突破，六次刷新HJT组件功率纪录和效
率 纪 录 。 组 件 正 面 转 换 效 率 达 到
24.31%，意味着 HJT 组件转换效率首次
登上这一台阶，实现里程碑式突破。目
前，通威的组件产能布局设计均兼容不同
的电池和组件技术，连续七年蝉联电池
片出货量全球第一，同时高效组件出货
量位居全球前五。

作为中国光伏企业代表，通威肩负使
命和责任，未来将继续加强科技研发创
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发展
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强化中国光伏产业的
核心竞争优势，积极助力中国乃至全球绿
色能源转型。

■■打造能源新质生产力，以

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为支撑，带动产业发展壮
大。从成本来看，光伏在所有可再生能源
中已取得足够的领先优势，有能力成为真
正主流的可再生能源。近年来，国家发改
委等部门也多次出台文件，关心并帮助光
伏产业发展。我们要顺势而为、乘势而
上，以更大力度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
源保障，为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更大
贡献。

从产业投资来看，包括配套储能产业
以及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
样”方面，如果速度控制得好，有可能在近

两、三年，或者三、五年形成 5 万亿、10 万
亿、15万亿，甚至更大产业规模，成为拉动
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使所有投资更健康、更
绿色、更生态、更持久。可以说，这是很好
的机会和时间点，值得相关部门和全社会
共同去展望，共同去推动，共同呵护它的
有效实现。

结合当前形势，产业亦有症结值得关
注。比如，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不断
下降，我国过去为“集中发、集中送”建立
的电网和传统的“源随荷动”模式，已不
能适应大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迫在眉睫。加快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可控、灵活高效、智能友好、开放
互动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实现“双碳”目
标的关键载体。

成本不断降低，让储能大规模应用
逐步成为平抑可再生能源波动提供坚实
保障。未来，储能所扮演的角色绝不能
与现在进行简单类推，今天的配储只是
偶尔调用，今后的储能应当成为智慧电
网、新型电力系统中一个独立且重要的
组成部分，维持发电端与用电端之间的
平衡，成为市场机制下的一项重要产
业。结合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各自特点，
二者优势互补，构建以抽水蓄能、新型储
能为主，电动汽车等其他多种储能形式
为辅的综合性储能系统，为大规模、高比
例可再生能源接入形成有力支撑，助力
新型电力系统打造。

展望未来 30 年的碳中和之路，以汽
车电动化、能源消费电力化、电力生产清
洁化为代表的绿色转型，将在国内形成百
万亿元人民币、全球形成百万亿美元的产
业规模。这值得中国企业乃至全球企业
真正理性对待，共同推动能源转型能够更
快、更有效地实现。

（作者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

主席、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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