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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取得的历史性发展成就
举世瞩目。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 7.5 亿千瓦，风电累
计装机 4.7 亿千瓦，以风光为代表的我国新能源产业
交出亮眼成绩单。

75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从艰难起步到实现平价
上网，扎根华夏大地为千家万户送去绿色电力。

75 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从追赶到领跑，建成完
备全产业链条，丰富了全球产业链供给。

75 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从基础薄弱到惠及全
球，不仅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还为世界应对
气候变化和能源绿色转型作出突出贡献。

从艰难起步到世界第一，从后发追赶到创新领
跑，从基础薄弱到惠及全球，75 年来，新能源产业逐
步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守护好人
民美好生活，助推全球绿色转型。

●●立足禀赋 能源向绿行

上世纪 80年代，全球绿色产业起步，我国专家意
识到，风光发电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一定是未来能
源产业的发展方向。不过，当时发达国家在技术储
备、产业积累等方面占据优势，我国以风光为代表的
新能源产业尚未形成竞争力。为了推动绿色产业发
展，我国坚持市场主导、鼓励充分竞争，引导企业加速
创新，在政策和市场合力推动下，新能源产业实现快
速迭代。

“九五”和“十五”期间，我国先后组织实施了“乘
风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债项目和风电特许权
项目，支持建立了首批6家风电整机制造企业，进行风
电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在此背景下，部分企业掌
握了600千瓦和750千瓦单机容量定桨距风电机组的
总装技术和关键部件设计制造技术，实现了规模化生
产，迈出了我国风电产业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坚实
一步。1986年，安装了3台单机容量55千瓦风机的山
东荣成风电场成为我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并网风电
场。2009年，我国建设了第一个商业化的海上风电项
目——东海大桥风电场，这也是我国首个10万千瓦规
模的海上风电场。

和水电、风电等其他清洁能源相比，我国光伏产
业发展起步稍晚。1958 年，我国成功研制首块硅单
晶；上世纪 90年代末，我国对光伏行业的政策支持开
始从科研走向具体应用。1997 年，为贯彻“中央扶贫
工作会议”的精神，响应1996年在津巴布韦召开的“世
界太阳能高峰会议”上提出的在全球无电地区推行

“光明工程”的倡议，给边远无电地区的人民送去光
明，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牵头制定并实施了“中国
光明工程”计划。2009 年，我国启动史上最强光伏产
业扶持政策“金太阳示范工程”，带动我国光伏发电装
机规模快速增长。

在政策和示范项目推动下，近半个甲子的岁月
中，我国新能源经历从事前补贴到度电补贴再到实
施无补贴和平价上网，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商业化
发展，清洁能源发电项目已经步入千万千瓦级。随
着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成熟度不断提升，度电成本
持续降低，已能与化石燃料发电同台竞技，经济性开
始凸显。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
在接受《中国能源报》采访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光伏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参与、见证
了我国光伏产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追赶到并跑，
再到全面超越、全面领先的全过程。从过去的‘三头
在外’，到现在的全面领先。如今，中国制造在全球光
伏产业不同环节占比达到了 80% 至 95%，引领世界光
伏产业发展。”

●●创新突破 绘就新图景

数十年如一日，创新矢志不渝。从起步到跟跑再
到领先，我国已经建成完备的风电、光伏全产业链研
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不断拓宽人类开发清洁能源
的潜力边界。

太阳能发电领域，高效晶体硅、钙钛矿等光伏电
池技术转换效率多次刷新世界纪录，量产先进晶体硅
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超过25%。据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
实验室 NREL 发布的全球太阳能电池实验室最高效
率图，2023 年以来，中国企业及研究机构 5 次打破纪
录，保持在榜纪录7项。其中，中国企业创造的全球硅
基太阳能电池效率最高纪录达 26.81%。2024年 6月，
隆基绿能宣布其研制的晶硅—钙钛矿叠层太阳电池
取得了重大突破，电池光电转换效率高达34.6%，再次
刷新了世界纪录。

“以前，我们使用的高纯晶硅的纯度只有6个9，如
今我们可以做到11个9。”刘汉元向《中国能源报》记者
举例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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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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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万吨，预计 2024—2026
年将形成超 80万—100万吨产能，持续夯实通威高纯
晶硅全球龙头地位。

风力发电技术同样走在世界前列。更大、更高、
更智能，2024年8月，全球单体容量最大的漂浮式风电
平台“明阳天成号”正式启航出海，刷新多项世界纪
录。同时，我国单机18兆瓦的海上风电机组也顺利下
线，陆上风电机组最大单机容量也突破 10 兆瓦。从
此，我国风电机组技术发展已经走入“无人区”，向更
广土地、更深海域探索更多可能。

同时，我国新型储能也由研发示范逐步向商业化
发展过渡，技术路线“百花齐放”，锂离子电池储能、压
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碱性电
解水制氢技术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世界能源科技
前沿打下了中国烙印。

刘汉元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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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根华夏 清洁惠民生

中国优质的清洁能源产品和服务让全球范围内
风光成本大幅下降，新能源技术的加速迭代更是让新
能源从最初的小范围应用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普惠大
众的重要能源保障。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
和清洁发电体系。其中，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规模
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截至今年上半年，累计可再生能
源装机达到13.22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10年增长
约3倍。

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副主任叶小宁指
出，新能源已成为我国装机增量主体，全国新能源累
计装机容量突破 10亿千瓦，河北、甘肃、宁夏、青海等
22 个省区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 30%，青海、甘肃
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 60%。2023年，我国新能源发电
量 1.4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3%，占总发电量的
15.6%，同比提高约 2 个百分点，进入国际能源署等机
构定义的高比例新能源阶段。同时，自 2018年以来，
新能源利用率连续 6年保持在 95% 以上，与发达国家
水平相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生产更是发生巨大变
革，发展动力由传统能源加速向新能源转变，结构由
以煤为主加速向多元化、清洁化转变。2023 年，原煤
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下降到 66.6%；原油占比
下降到 6.2%；天然气、水电、核电、新能源（风电、太阳
能及其他能源）等清洁能源加速发展，占比大幅提高
到27.2%。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我国正
有序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以库布其、乌兰布
和、腾格里、巴丹吉林沙漠为重点，规划建设 4.5 亿千
瓦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推进海上风电规模化集
群化发展，累计装机规模达 3728 万千瓦；同时，积极
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开展“千乡万村驭风行动”

“千家万户沐光行动”，推广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牧
光互补等“光伏+农业”新模式，打开农村新能源发展
的广阔空间。

新能源产业不仅改变了中国能源结构，也在惠
及世界，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海关总署统
计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13.92 万亿
元，增长 2.9%，占出口总值的 58.6%。其中，新能源汽
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 1.06
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

刘汉元表示，他对我国新能源产业至今取得的
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光伏是前景空间广阔、能
够容纳众多参与者的战略性新兴行业，新能源民
营企业是重要生力军。近年来，新能
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助力我国能源
转型，同样为世界绿色清洁能源发展
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携手共进 合作谋共赢

75 年，我国新能源产业从“制造大
国”走向“应用强国”，从“中国制造”走向

“中国‘智’造”。如今，新能源产业已经
成为我国一张靓丽的新名片，光彩焕发，
更将绿色浪潮带到了全球各国。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3 年全球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5.1亿千瓦，其中中
国的贡献超过了 50%。中国光伏行业协
会数据显示，我国光伏组件产量已连续
16 年位居全球首位，多晶硅、硅片、电池
片、组件等产量产能的全球占比均达
80% 以上。中国同时也拥有全球最完
善、成本最优的全套风电产业链供应
链。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
委员会数据，2023 年，全球至少 60% 的
整机是在中国生产制造，中国生产了全
球超过60%的风电叶片、齿轮箱、发电机
等零部件。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指出，过去十
年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
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了60%和80%，很

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步伐的加快，中国与世界各国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越来越紧密，海外市场成为
中国可再生能源应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
业海外投资、海外项目建设、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愈
发普遍，有效支撑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稳定
增长。

南非北开普省殷坦尼市德阿镇附近广袤的高原
上，163 台中国制造的白色风力发电机昂然矗立。这
便是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南非公司承建并运营的
德阿风电项目，这也是中国国有发电企业在非洲首个
集投资、建设、运营为一体的风电项目。劲风吹过，产
生的电能通过南非国家电力公司，输送到当地的千家
万户，极大缓解了当地能源短缺问题，并带动就业、社
区公益等。

从高空俯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南约 50 公里
的塔阿尔火山脚下，拉古纳湖畔，一片片光伏板汇
成的“蓝海”，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耀眼光芒。这是
水电七局承建的首个海外 EPC 新能源项目——塔
纳万和马拉贡东光伏电站。项目总装机容量 128 兆
瓦，安装光伏板约 20 万块，平均每年发电量约 19488
万千瓦时，可以为 16 万个家庭提供清洁电力，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约 19 万吨，为菲律宾绿色能源转型作
出积极贡献。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脚印远不止于此，时至目前，
中国风电、光伏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 200多个国家和
地区，累计出口额分别超过334亿美元和2453亿美元。
我国与 9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了双多边
合作机制，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项目投资占
总投资的比重超过 40%，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
绿色能源项目合作。

阿特斯总裁庄岩表示，中国是全球光伏应用大
国，更是全球光伏制造强国，具有技术、成本和规模等
多重优势，为全球碳中和作出重大贡献。“在全球能源
转型背景下，我们希望更好地在国际市场中发挥这些
优势，助力清洁能源惠及世界。”

砥砺奋进正当时，新能源产业正勇立潮头，以更
新更强面貌让“中国名片”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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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图为西藏昌都市吉塘 200兆瓦+160兆瓦时储能牧

光互补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 天合光能/供图
②图为兴安盟 300万千瓦风电大基地项目。

金风科技/供图
③⑤图为盐城国能大丰H5#海上风电场。

金风科技/供图
④图为通威太阳能 5G制造产线。 通威股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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