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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国光伏企业出海迎来新局
面。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各
国均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吉瓦级新兴市场
不断涌现；同时，欧美等国支持鼓励本土产
能建设。在业内人士看来，全球化布局是
我国光伏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随着海外
市场情况发展变化，企业需转变“出海”思
路，打造全球营销新模式。

■■全球化布局势不可挡

中国进出口银行客户服务管理部一级
经理王均晓指出，光伏是我国具备全球竞
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光伏产业
高质量发展，对于调整能源结构、推进能源
生产与消费革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
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光伏行业国际化程
度不断加深。目前的海外贸易形势，给我
国光伏企业出海提出了更高要求。

标普全球清洁能源技术首席分析师金
凤表示，目前，许多国家都在发展本土产能，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给予本土制造直

接补贴，鼓励本土产能释放；另一方面，就是
控制出口，比如，美国要求项目建设方使用
一定比例的本土制造产品。

“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多国开始优先发
展本土产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企
业海外布局带来新挑战。比如，一些国家
提出关税、绿色标准等。但我们要注意到
的是，碳中和目标下，这些国家仍然需要大
力发展光伏，而其本土产能无法满足市场
需求，这部分市场的发展潜力依旧很大。”
正泰新能源全球产品市场总监杨天峰说，

“另外，还有一些第三方市场发布了吸引投
资的优惠政策，希望外资企业去当地布
局。不管是哪种情况，全球化发展势不可
挡、势在必行。甚至可以说，不管是主动还
是被动，各国不同的政策、市场现状和未来
预期正在倒逼我们向海外布局。”

■■构建海外本土产业链

虽然欧美国家鼓励支持本土产能建
设，但发展速度和规模不及预期，仍大量依

靠进口。“以美国为例，到今年底，美国组件
产能将达到 60 吉瓦，但电池产能远不足预
期，缺口很大，如果不进口，无法支撑下游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安装需求，或阻碍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增长。”金凤说，“中国仍
然是全球光伏产品的主要供应方，在硅片、
电池片、组件环节，中国制造厂商均占绝对
主导地位。”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译阳认
为，东南亚地区一直是我国光伏企业海外
布局的基地。同时，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我
国光伏企业投资建厂的目的地愈发多元
化，逐渐开始在欧美、中东、土耳其、非洲、
印度等地区发掘投资机会。

杨天峰表示：“我国光伏制造产业经历
了几个阶段，开始是中国制造、海外销售，
欧洲各国是重要的销售市场。随着内需市
场显现，我国不仅成为制造强国，也成为应
用强国。近年来，全球新兴市场不断涌现，
开始跨越进入中国制造、全球营销的发展
新阶段。”

在杨天峰看来，产品出口和产能出口

意义也不一样。“此前，我们所说的出口都
是产品出口，产品制造好了，再运输过去。
而在一些国家提倡发展本土产能的背景
下，国内企业的海外布局开始向本土化发
展，即在海外当地建厂。未来，全球各个地
区光伏需求均长期向好，制造好再运输，人
力、物力、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很高，并不现
实，参与打造本土供应链是新机遇。”

■■注重品牌和技术“出海”

刘译阳指出，我国光伏企业“出海”前
期一定要大量调研，摸清目的地的建厂成
本、劳工政策、法律法规、人文社会环境等，
充分实现本地化。未来，我国光伏企业应
更多输出管理、渠道、品牌、技术等，利用好
海外本地资源和人才，与外企合作，嵌入当
地社会经济发展中。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采取
共建等新模式“ 出 海 ”。 7 月 ，晶 科 能 源
宣 布 将 与 沙 特 当 地 企 业 合 作 建 设 10 吉
瓦 高 效 电 池 组 件 项 目 。 TCL 中 环 也 将

在沙特当地开展光伏产品生产、制造和
销售业务。

杨天峰认为，只要提前做好功课，符合
所在地政策要求，就能规避风险。“我们的
出海政策是：集群化、全球化、差异化和服
务化。目前，我们在全球已经拥有 11 个工
厂，在泰国、马来西亚、土耳其均有产能，还
有海外工厂的布局正在评估，预计将在今
年底确定并启动建设。同时，我们也在观
察世界其他地区的布局机会。在海外布
局，我们也要提供一站式服务，组建当地团
队，派专业人员进行指导、培训，提供技术
支持。”

王均晓表示：“未来，我们希望加大力
度支持我国光伏企业继续走出去，进一
步推动我国光伏企业国际化发展进程，
一方面，积极支持优势光伏产品出口，并
为企业提供各国信息、贸易规则、宏观经
济形势等全面助力，协助我国光伏企业
更好应对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大力推
动国际产能合作，支持企业出海投资建
厂，布局产能。 ”

■仲新源

近日，由科华数能助力的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
60MW/300MWh 独立构网型储能保供项目即将并
网发电。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将有效解决阿里地区
电力、电量缺口，提高新能源项目消纳能力，保障阿
里电网可靠稳定运行。

项目位于阿里地区噶尔县扎西岗乡鲁玛村，是
西藏首批独立构网型储能项目，也是目前西藏最大
的独立构网型储能项目和海拔最高的项目之一。
项目成功实践，标志着科华数能在超高海拔、超低
温环境下的构网型储能技术实力和产品可靠性得
到充分验证。

●超高海拔挑战，展现非凡技术实力

西藏阿里地区地处高原，平均海拔超过 4282
米，极端低温可达零下 36.7 摄氏度。面对如此恶劣
的自然环境，科华数能为项目提供了全容量的构网
型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包含 120 台 1250kW 构网型储
能 PCS。这款产品可完美匹配大容量电芯，具有高
效转换、灵活配置、电网友好等特点。

产品运用全新三电拓扑及一系列尖端技术，成
功实现了效率性能的跃升，全电压范围最大效率可
达 99.03%，能够在各种复杂环境中实现高效储能与
稳定供电。产品采用高防护等级，全方位隔绝外

部恶劣环境对设备的影响，在零下 40 摄氏度的极
寒环境中也可稳定运行，使产品使用寿命得到显
著延长。

●首批独立构网储能项目，缔造品质新典范

作为西藏首批独立构网储能项目，面对电网瞬
息万变的挑战，科华数能 1250kW 构网型储能 PCS
展现了优越的构网型能力。

该产品采用虚拟同步发电机技术，具备惯量、
一次调频、阻尼等主动支撑电网的能力，实现类似
同步发电机的运行特性，满足提升系统短路电流
水平、提高系统强度、改善系统频率稳定性、主动
支撑系统恢复等技术要求。在极端环境下，PCS 还
可以提供故障穿越、黑启动及有功、无功稳定功
能，实现 10 秒 3 倍短时过载能力。

这不仅提升了新能源和新型储能的涉网能力，
更推动了新能源从并网向构网的转变，为西藏电力
保供和新能源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超级“充电宝”，调峰保供促消纳

阿里地区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储能项
目可以弥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间歇性供电的短
板，更好地储存和利用清洁能源。

科华数能保供的 60MW/300MWh 独立构网型

储能项目，相当于一个稳定的电网“充电宝”，一次
储存 30 万度电，可以向电网供电 28 万度，可解决阿
里地区上万户居民用电需求，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

作为储能技术领域领军企业，科华数能一直
致力于推动新能源和储能技术创新和探索。此次

在西藏阿里地区的成功实践，不仅展示了科华数
能在超高海拔、超低温环境下的构网型储能技术
实力和产品可靠性，更彰显了公司在储能技术领
域的领先地位和创新能力。未来，科华数能将继
续深耕储能技术，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和可持续
发展贡献力量。

在人工智能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激增
的大环境下，全球主要投资公司正在加大对科
技基础设施领域投资。9 月，全球最大资产管
理公司贝莱德与科技巨头微软共同启动规模
超过 300 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专注人工智能基
础设施建设与发展。据了解，该基金名为“全
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目标是
加强人工智能供应链和能源采购效率与可持
续性。

10 月，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巨头 KKR 和美
国最大电力和可再生能源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ECP 宣布，建立 500 亿美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将通过合作推动数据中心、发电和输电等
基础设施部署，以实现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
字化技术在全球快速扩张，包括与公用事业公
司、电力和数据中心开发商、独立电力生产商
等企业合作，加速超大规模企业所需数据中心
园区交付。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KKR 和 ECP 将建
立一个具备可用资金和规模的伙伴关系，KKR
在数字基础设施、电力和能源价值链方面的专
业知识，与 ECP 在电气化、电力和可再生能源
等能源转型方面投资经验相结合，可以实现最
大协同效应，进而满足美国乃至全球数据中
心、电力和电网基础设施所需资金需求。

截至目前，KKR 已经在数据中心和光纤
等相关数字基础设施领域进行了 22 项投资，总
计超过 290 亿美元，在电力、公用事业和能源领
域进行了 150 亿美元投资，目前在全球拥有超
过 100个数据中心。

ECP 在美国拥有、控制和运营超过 83 吉瓦
发电量，涵盖天然气、地热、水力、太阳能、风
能、电池存储和废物转化能源等多种技术。
ECP 创始人兼高级合伙人道格·金梅尔曼表
示，近期扩大了天然气发电投资组合，这将是
为数据中心提供 24小时电力的关键。

■尽快扩大供电能力

据了解，人工智能依赖以大量服务器为基
础的数据中心和高性能计算，因此极其耗电。
施耐德电气估算，鉴于人工智能需要愈加澎湃
的算力助其不断演进，到 2028 年，人工智能智
算中心电力消耗将占数据中心总电力消耗的
15%—20%。

国际能源署指出，人工智能广泛应用推动
用电量快速、大规模增长，预计到 2026 年，数据
中心的能源消耗将增加 35%—128%。

在美国，预计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和加密
货币热潮推动电力需求在未来 10 年将增长
15%。美国电力研究所指出，受生成式人工智
能等耗电技术推动，到 2030 年底，数据中心电
力消费量在美国发电总量中的占比将从目前
的 1.5% 激增至 9%。

美国电网战略咨询公司指出，电力公用事
业公司和电网运营商将未来 5年的年度电力需
求增长预测调整为大约 1.5%，这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最高水平。

麦肯锡咨询公司预计，到 2030 年，欧盟、
挪威、瑞士和英国数据中心的 IT 负载总需求
将从目前的 10 吉瓦增加到 35 吉瓦。为满足
电力增长需求，欧洲地区亟需大量增加电力
供应，自 2007 年以来，该地区总电力需求一直
相对停滞。

在亚太地区，贝莱德预计，未来 10 年，人工
智能和数据中心将推动亚太地区能源需求增长
50%。这意味着，亟需加速推进对低碳发电来
源的投资部署以及电网基础设施升级。

■亟需调动资本力量

贝莱德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表

示：“动员私人资本投资建设数据中心等人工智
能基础设施，将释放几万亿美元长期投资机会。”

据了解，“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伙
伴关系”基金，预计将调动包括债务融资在内
高达 1000 亿美元的总投资潜力。

KKR 和 ECP 的 500 亿美元投资将在未来
几年逐步落实，用于建设新的数据中心和现代
化现有项目，预计将推动近 10 万个就业机会。
这些投资将不仅限于电力本身，还涉及如何高
效利用这些能源，具体策略包括引入智能电网
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确保供电稳定性，并提升
整体能源效率等。

“建设人工智能和电力基础设施需要跨行
业合作。KKR 和 ECP 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
供了一条新途径，可以立即获得资金和部署资
金所需的能力。”KKR 数字基础设施合伙人兼
全球主管 Waldemar Szlezak 坦言，“我们双方已
储备超过 8 吉瓦的数据中心项目，以及 100 吉
瓦在运营和待开发电力设施。”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到 2030 年，美国数
据中心需求将增长近 2 倍，这将带动超过 1 万
亿美元进入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所需基础设施
领域。鉴于单个规划的数据中心园区的电力
需求通常超过 1 吉瓦，对数据中心和电力设备
方面的投资至少需要 150亿美元。

KKR 联合首席执行官 Joe Bae 表示，到
2030 年，数据中心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 160%，
如果没有合适的电力基础设施，这一需求将无
法得到满足，而基础设施对于提高生产力、支
持电气化、提高在人工智能领域优势至关重
要。与此同时，还必须以经济、可靠和可持续
的方式实现电力供应。

麦肯锡指出，未来 6年，欧洲地区数据中心
电力消费量占比将从目前的 2% 提升至 5%。
基于此，欧洲地区仅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投资就
需要 2500 亿美元至 3000 亿美元。

本报讯 11 月 6 日，天合光能发布公告与美股上市
公司 FREYR 实施资产置换，其中包括在美国建设完
毕即将投产的 5 吉瓦组件工厂。交易完成后，天合光
能将实现美国产能本土化。此举是光伏行业首创，也
是天合光能深化海外本土化制造和本土化运营的重要
举措。

根据公告，天合光能将获得 1 亿美元现金、面值为
1.5 亿美元的优先票据、FREYR 公司 19.08% 的股权，
分两阶段获得，第一阶段获得 FREYR 公司 9.9% 股权，
第 二 阶 段 将 在 有 关 审 批 通 过 后 ，获 得 增 发 股 份
30440113 股，届时将合计持有 FREYR 股比约 19.08%。
如果审批未通过，该部分将获得 FREYR 约 8000 万美
元的优先票据作为补偿。短期来看，通过此次资产置
换，天合光能获得了丰厚的投资收益，对其 2024 年的
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利好。

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合光能将与 FREYR 公司执
行多阶段战略合作，FREYR 产出的组件继续使用天合
光能品牌并合作对外销售，确保美国本土制造产品供
给，将进一步提升天合光能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和影
响力。资料显示，天合光能 2006 年进入美国市场，在
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均已处于领先地位。
2023 年，天合光能组件出货量位列非美国企业第一。
2022 年，天合光能至尊 N 型组件上榜全美顶级光伏产
品名录。

此外，双方还将在技术、运营、销售等方面展开合
作，同时天合光能通过委派董事、首席运营官、首席战
略官等方式，更深入参与 FREYR 的运营。长期来看，
经过资产置换后的组件工厂将成为本地化企业，能够
更好适应和融入当地生态。

天合光能在做大做强光伏组件业务的同时，也积
极布局储能领域，构建了从电芯到电池舱到 AC 侧全
方位系统集成能力。今年，天合在北美市场推出首个
从 自 研 电 芯 到 AC 侧 全 栈 集 成 10MWh Elementa 2 
Elevate 储能解决方案，与北美知名储能项目开发商及
业主 Lightshift Energy 合作并顺利交付四座电网级储
能电站。

天合光能既是国内最早一批光伏企业之一，也是率先将中国光
伏产品带向全球的企业之一。此次合作是中国企业从产能全球化
2.0 时代迈向研发体系、服务体系、经营管理体系、风险管控体系全
球化 3.0 时代的重要实践。通过与 FREYR 开展深度经营合作，天合
光能在行业内开创了以“本土化”推动“全球化”的创新模式，也为中
国光伏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了重要借鉴。 （仲新源）

科华数能构网解决方案助力西藏首批独立构网型储能项目建设科华数能构网解决方案助力西藏首批独立构网型储能项目建设

资本争相资本争相掘金科技基建掘金科技基建
■本报记者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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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企业“出海”需打造全球营销新模式
■本报记者 董梓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