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4 年 4 月 22 日
高质量发展 □ 主编：李慧 □ 版式：侯进雪

□ 电话：010-6536947717
科华数能总裁崔剑：

当好高可靠光储专家当好高可靠光储专家
■本报记者 卢奇秀

本报讯 记者吴莉报道 4 月 16 日，国
家能源集团一季度新闻发布会宣布，国家
能源集团第一季度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多
项经营指标打破同期纪录，取得历史最优
开局，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进
一步呈现。

具体来看，第一季度，国家能源集团
自产煤月均达 5191 万吨、连续 30 个月保
持 5000 万吨峰值水平，发电量完成月均
103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4%；去冬今春
采暖季发电量、供热量同比均实现两位数
增长，圆满完成重要时段、重大活动、重点
地区能源保供任务。

国家能源集团发言人黄清介绍，第一
季度，公司“煤电化运”9 项一级指标全面
完成年度 25% 目标，“一利五率”总体完成
情况好于预期、优于同期，发电利用小时
持续保持行业领先，路、港、航运量分别同
比增长 7.5%、9.4%、12.4%，化工品产、销量
均超年计划的 27%。公司新能源装机规
模 同 比 增 长 34.7%、发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23.2%，为提前实现“十四五”可再生能源
装机占比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2024 年，国家能源集团积极开展“大
项目建设管理年”活动，全力加快重大项
目建设，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的牵引作用。
在新疆、青海、河北、宁夏四省区共有总投
资 4000 亿元的 80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涵盖“煤电化运”各产业板块，主要包括哈
密能源集成创新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博州“两个联营”综合能源示范项目、和静
抽水蓄能电站与滚哈布奇勒水电站、将黑
铁路专用线新建二线及电气化改扩建工
程、青海高倍率熔盐储能供热和发电示范
项目、青海同德抽水蓄能电站、沧州“绿港
氢城”新能源项目、鹰骏一号煤矿项目、大
坝电厂向银川智能化集中供热等项目。

黄清说：“依托重大项目建设，有效推
动了集团公司转型发展、地企合作和科技
创新，实现了传统能源转型发展，战新产
业规模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

值得注意的是，2024 年，国家能源集
团获得“无废集团”建设试点正式批复，
并取得一些成绩。比如，国家能源集团
宁夏煤业任家庄矿的大宗煤基固废绿色
充填工程示范项目，是全国首套固废充
填示范项目，煤基固废利用率 96％，每年可消纳煤基固
废 30 万吨。

到 2024 年底，国家能源集团内先行先试企业达到
“无废企业”建设考评标准要求，形成初步成果及示范效
应，编制“无废企业”建设指南，建设固废数字化管控平
台，并在先行先试企业落地应用，启动 10 个左右具有行
业代表性、条件成熟、成果便于推广的煤基固废综合利用
项目试点，进一步拓展煤矸石等重点固废的规模化利用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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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储领域，有着 36 年电力电子技术深厚沉
淀的科华数能有清晰的目标和市场定位——高可
靠光储专家。在光伏领域，全球累计装机规模超
46GW，提供覆盖 3kW—9100kW 全功率整体解决
方案；在储能领域，全球累计装机规模超 15.2GW/
8.2GWh，变流器（PCS）全球出货量、用户侧储能出
货量均位列行业第一。

“现在光储行业竞争激烈，大家拼命创新，试图
跳出价格战的焦虑，但电力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且
关键的基础设施，现有规范标准还不足以完全覆盖
所有节点，这些创新也面临着不确定性。”厦门科华
数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科华数能”）总裁崔剑向

《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尽管技术在快速演变，但
其底层逻辑是围绕高可靠、大容量、高安全和长寿
命发展。科华数能始终保持敬畏之心，持续优化产
品设计和工艺生产，确保产品的专业性和可靠性。
近年来，新型储能产业发展迅猛。整体来看，储能
技术将朝着大功率、智慧化、构网型方向快速演变。

■■ 理性看待行业价格战

储能系统主要由电池组、电池管理系统、能量
管理系统和其他电气设备构成，其中 PCS 担任核
心角色。它的核心功能是控制电池充放电过程，
确保恒功率、恒流充放电及平滑波动性电源输出，
是连接可再生能源发电与电网稳定的关键环节。

在储能 PCS 领域，科华数能市场份额连续多年
位居行业头部，2023 年，更是揽获国内市场、全球市
场储能 PCS 出货量，用户侧储能出货量多项第一。
科华数能一路领先的“秘诀”何在？

1988 年，科华数能母公司科华数据成立于福
建，专业从事电力电子核心技术业务。2021 年，科
华数据把握全球“碳中和”机遇，顺势成立科华数
能，为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光伏逆变器、
储能变流器、储能系统集成、规划设计、工程建设、
运营维护等“一揽子”解决方案。

“不同于其他领域，储能企业如果没有丰富的
实践案例和经验积累，想在短时间内做出兼顾高性
能、高可靠性和低成本的产品非常困难。科华数能
36 年持续深耕电力电子领域，在微网和储能领域沉
淀了 10 余年。发展初期踩过一些必要的‘坑’，这
使得产品可靠性、稳定性经过反复锤炼。”在崔剑看
来，科华数能凭借深厚的技术功底、扎实的技术创
新、可靠的产品质量获得了用户认可。

当前储能产品价格大幅下行，行业竞争更为激
烈。崔剑认为，应该理性看待储能价格战，这是行业
快速发展、产能提升后的必然趋势，也恰恰说明行业

充满活力。“春节过后，储能项目 PCS 招标均价相较
于去年三、四季度下跌18%—22%。电芯价格‘腰斩’
很大部分原因是碳酸锂等原材料价格快速下行，但
从储能系统角度来看，其成品、半成品部件，电子元
器件价格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整体价格却大幅
下滑。身处其中，可以直观感受到市场竞争的激烈
与残酷。”他进一步提醒，“应警惕非理性的价格战，
为了降价而降价，降价丢了品质，这种短视行为对行
业伤害巨大。”

■■ 降本大势不可逆转

在降本增效的压力下，储能企业纷纷涌向更大
容量电芯和更高能量密度系统的赛道，市场上
300Ah+储能电芯和 5MWh 储能系统刚刚开启规模
化应用，500Ah+储能电芯和 6MWh+储能系统又接
踵而至。

崔剑指出，按照目前储能行业发展趋势来看，
电芯容量的“放大”推动着 PCS 升级，要匹配更高的
电压等级、更大的单机功率。比如，前两年业内主
流的 280Ah 电芯和 3.44MWh 系统，匹配 1.725MW
的 PCS，现如今主流的 314Ah 电芯和 5MWh 系统，
需匹配 2.5MW 的 PCS。

“新能源产品每 1 至 2 年就要升级迭代，价格战
一定程度上透支了当前这代产品的降价空间。短
期来看，价格维持在一定区间，有利于行业确定性
发展。但长期来看，技术进步的最终目的是以更便
宜的价格购买到更高品质或更高性能的产品。”在
崔剑看来，制造业亘古不变的竞争逻辑就是成本和
效率。储能行业降本大势不可逆转，唯有技术创新
不断夯实竞争优势。

崔剑表示，PCS 性能和成本直接影响整个储能
系统的效率和成本。目前PCS行业还处于快速发展
阶段，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不
过，市场竞争到一定阶段，行业或更多关注系统成本
优势，而非单体成本优势，比如，一台设备去年售价
10万元，今年降到9万元存在难度，技术创新最终追
求的是系统角度，实现全生命周期度电成本更低。

针对部分企业延伸产业链以求降本的做法。
崔剑表示，科华数能不会从事电芯生产。虽然电芯
和 PCS 都是储能系统的关键组成部件，但分别属于
电化学和电力电子两大方向，其技术积累和要求并
不一致。电化学不是科华数能当前的优势领域，没
有必要把宝贵的资源、研发精力投入到不擅长且已
充分竞争的行业。

在崔剑看来，储能系统不是简单的产品堆砌，
而是电力电子、电气、电化学、材料、结构、通信控制

等多专业学科的融合。科华数能目前已经实现
PCS、BMS、EMS 全栈自研，可以针对不同应用场
景，统筹考虑设备、场站、电网三大维度的匹配，从
系统角度调动各部分的控制与运行，提供更合理的
消防控制方案、更高效的热管理方案、更强大的电
网支撑解决方案。

■■ 技术创新持续引领未来

“从一季度市场表现来看，储能产业呈现出积极
发展态势。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和产能已经饱和，二
季度也将是满产状态。”崔剑判断，今年新型储能新
增装机有望实现1.5倍增长，但也存在一些挑战和不
确定性。商业模式方面，随着电力市场的不断开放
和储能商业模式走向成熟，储能项目的盈利途径逐
渐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峰谷价差套利外，储能电站
还可以参与电力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等，实现多
重收益来源。同时，储能电站还可以与可再生发电
项目结合，形成新能源+储能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
提升项目整体效益；在海外市场方面，大储项目总量
规模可能略小于国内，但增速同样非常快，工商业储
能、户用储能依然保持强劲需求。整体来看，今年储
能市场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具备技术和市场优势
的企业才能脱颖而出。

科华数能此前发布行业首份《新型储能系统全
栈式高安全管控技术白皮书》，针对储能电站设计、
建设、运维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从系统顶层角度提
出了全栈式高安全管控思路，引领行业进步方向。
在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科华数能中标了全球最大
构网型储能项目——300MW/1.2GWh 独立储能项
目。在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走高的背景下，利用构
网型储能来应对“双高”电网下低惯量的挑战，是储
能技术的长期发展趋势。日前，科华数能发布全新
一代 S3-EStation 智慧液冷储能系统，不仅在安全、
配置、成本、效率、运维等多个维度实现显著的优化
提升，其模块化组合方案，可实现灵活布局、全场景
应用覆盖，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崔剑表示，科华数能今年将持续提升在大型
储能系统领域的优势，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并兼
具性价比的交直流侧产品，同时也会依据自身对
储能系统的技术优势，大力发展工商业、户用储能
系统，并依托系统集成能力提升 PCS 系统应用优、
电网支撑强、产品质量高的三大技术领先优势。

“技术创新始终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产品性能、可
靠性和成本是一切工作的目的和根本追求。只有
将产品打磨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有持续领先
的可能和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