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在原材料供应紧张、市

场需求旺盛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光伏产

业链上下游发展不均衡，供应链价格持

续攀升，引发业内广泛关注。

10月 28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国

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促进光伏产

业链健康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旨在

纾解光伏产业链上下游产能、价格堵

点，提升光伏发电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供

应保障能力，支撑我国清洁能源快速发

展。

供应链价格高涨引发关注

近期，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等产品

价格高企，致使光伏中下游产业链成本

高涨，组件的价格由1.3元/瓦上升到目前

2.0元/瓦，光伏发电成本已高于火电。

“光伏产业链上游为硅料、硅片环

节，中游为电池片、电池组件环节，下游

为应用系统环节。2020年下半年以来，

上游多晶硅料价格大幅上涨，在2021年

底出现短暂回落后，进入2022年又开始

持续上涨，导致组件企业利润承压，集

中式电站装机需求受到抑制，涨价趋势

向下游层层传导。”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刘译阳说。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22 年 9 月底，多晶硅价格已超过

300 元/千克，较 2021 年最低点增长约

410%，较今年年初增长 31.7%；硅片、电

池、组件价格较今年年初分别上涨

29.3%、21.3%、5.3%。

在刘译阳看来，多晶硅价格上涨是

多方面原因所导致，从需求端来看，在

绿色低碳发展的大趋势下，光伏下游市

场需求持续旺盛；从生产端来看，产业

链各生产环节的扩产周期不同，多晶硅

的扩产周期要明显长于硅片和电池，且

一些生产环节需要解决能耗问题；国际

贸易环境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冲

击，价格炒作和企业恐慌性备货等影响

因素交织，也进一步扰乱了市场秩序，

推升多晶硅价格。

“目前，在全球碳中和目标下，光伏

发电等新能源市场广阔，持续增长。产

业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供需错配，引发

供应链价格持续高位上扬。”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专家委副主任

吕锦标说。

“多晶硅价格的上涨，导致产业链

供应链价格全面上涨。”赛迪智库集成

电路所新能源研究室主任江华说，供应

链价格的上涨短期内给光伏行业带来

一系列影响，比如，部分企业选择停产

减产等，不利于光伏产业大规模、高质

量发展。

多措并举稳定产业链价格

针对光伏产业链价格持续攀升，引

发供应链剧烈震荡的现状，业界人士

给出了相关建议。江华表示，光伏产业

链供应链的价格波动，症结是在多晶硅

价格持续上涨。因此要保障多晶硅产

品供应，稳定多晶硅产品价格。

吕锦标说：“创造有利条件促成多

晶硅项目早投产、快提产，现有产能开

足马力释放产能，增加供应量，能够改

善零售市场的供求关系，引导硅料零售

交易价格回落。”

《通知》提出，多措并举保障多晶硅

合理产量。多晶硅在光伏产业链中居

于重要环节，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产

能形成周期相对较长。要保障多晶硅

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供应、用电用水用工

等，合理安排检修、技术改造等计划，确

保已有产能开工率。

在鼓励多晶硅企业合理控制产品

价格水平方面，《通知》提出，在遵循公

平竞争原则前提下，结合市场供需形

势、生产成本及合理利润水平等因素，

引导多晶硅等产品价格维持在合理区

间，相关企业可享受政府支持政策，纳

入政府及行业重点企业支持政策清单。

此外，要加强多晶硅行业监管。江

华说，从严查处散布虚假涨价信息、囤

积居奇等哄抬价格行为以及达成垄断

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

维护行业公平竞争秩序。

吕锦标则呼吁不能制造硅料供应

紧张的氛围。“主要下游企业不要过度

锁定长单，造成预期缺料的假象，同时

长单采购的企业不要再到零售市场抢

料。”

刘译阳表示，相信在政策的引导

下，光伏产业链价格将进入下降通道，

高价困扰有望缓解，从而实现光伏产业

链的平稳、健康发展。

加强上下游产业链协调推进

业内专家认为，稳定光伏产业链供

应链价格，除了上述举措外，还应加强

上下游产业链协调推进。

江华表示，要鼓励光伏产业链上下

游一体化、战略合作、互相参股、签订长

单，集群化发展。鼓励国有、民营等各

类资本参与产业链各环节，有效限制低

端产能无序扩张。引导行业根据不同

环节扩产周期差异、新能源发展规划、

市场需求预测等合理安排投产扩产增

产计划，保持上中下游持续稳定协调发

展，避免因供需失衡再次出现行业大起

大落。

同时，创新是光伏产业发展的重中

之重。《通知》提出，落实相关规划部署，

突破高效晶体硅电池、高效钙钛矿电池

等低成本产业化技术，推动光伏发电降

本增效，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效环

保型及耐候性光伏功能材料技术研发

应用，提高光伏组件寿命。

吕锦标说，各企业根据所处产业环

节特点、自身资源、技术储备，在不同赛

道推动新技术产业化。比如电池技术

从 P 型到 N 型的转化过程中，有 TOP⁃
Con、HJT、IBC 等不同选项，各种技术

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可以错位发

展和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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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伟

本报讯 近日，中国石化江汉油田

涪陵页岩气田焦页 18-S12HF井顺利完

井，完钻井深 7161 米，其中水平段长

4286米，水平段“一趟钻”进尺 4225米，

一举刷新我国页岩气井水平段最长、水

平段“一趟钻”进尺最长两项纪录，标志

着我国页岩气超长水平井钻探取得重大

突破，将有力带动我国页岩气实现高效

开发。

页岩气属于非常规气藏，也称为“人

工气藏”，需要把页岩压碎才能让气体出

来，被业界公认为世界级难题，水平井技

术尤为关键。以喝豆浆作比喻，常规气

藏开发只需要插根吸管就能喝到豆浆，

而页岩气开发在插入吸管后，还需要继

续往横向延伸吸管，然后通过压裂把页

岩压碎形成通道，气体才能源源不断地

出来。

“超长水平井”是指水平段长大于

3000 米的水平井，因其携带岩屑困难、

钻具受力复杂、井壁垮塌风险高等诸多

技术难题，在山地页岩气钻探中较难实

现，一直是国内页岩气高效开发的难点。

作为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涪陵页

岩气田全力攻关页岩气超长水平井钻探

技术。中国石化通过自主研发三维可视

化综合地质导向技术，成功给钻头装上

“眼睛”，利用存储的海量地质数据，随时

调整钻头行驶轨迹，让钻头“直线加速”

“漂移过弯”。目前，中国石化水平井技

术可以在小于 5米的误差范围内、定向

钻进超过4公里。

同时，创新形成超长水平井关键装

备与工具配套、超长水平井降摩减阻、超

长水平井钻井参数动态优化等技术，实

现由“打不成”到“打得快、打得准”的重

大跨越。目前，涪陵页岩气平均钻井周

期由最初的90多天下降到40多天，最短

钻井周期仅25.58天，优质储层钻遇率达

96%以上。

此外，随着涪陵页岩气田开发的不

断深入，地下的井网也越来越密集。为

此，涪陵页岩气田还创新形成“智能防碰

绕障技术”，如同雷达一样，随时扫描“邻

井”位置，让钻头保持安全距离和高速行

驶状态，成功穿过“危险地带”，顺利抵达

目的地。

据了解，涪陵页岩气田投入开发建

设以来，创新页岩气勘探开发理论，形成

六大核心技术，实现了3500米以浅气藏

高效开发、3500 至 4000 米气藏有效开

发。截至目前，累计探明储量近9000亿

立方米，累计建成产能150亿立方米，累

计产量突破470亿立方米。 刘政宁

氨燃料动力中型油化船

获AiP证书

本报讯 近日，中国船舶集团有

限公司旗下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自

主研发设计的 5 万吨级氨燃料动力

中型油船/化学品船（MR），获得意大

利船级社（RINA）授予的原则性认可

（AiP）证书。这是继成功研发氨燃料

动力7000车位汽车运输船（PCTC）并

获得AiP后，上海船院研发的又一款

清洁能源新船型，标志着该院在绿色、

环保、零碳领域再次取得最新成果。

据了解，作为航运业主流的中程

成品油或化学品运输船舶，MR型油

化船可装载国际海事组织（IMO）II
& III 类化学品及成品油，并可根据

需求进行灵活的模块化组合设计。

比如，根据续航力需求，可在该型船

甲板上布置氨燃料罐，同时可保证不

损失货舱舱容。

值得一提的是，氨燃料的应用将

使得MR型油化船在应对减碳、绿色

法规等方面具备显著的优势。当使

用氨燃料作为主燃料时，该型船的船

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将比基线减

少 90%以上；船舶运营的低碳特性还

可 有 效 满 足 现 有 船 舶 能 效 指 数

（EEXI）及碳排放强度指数（CII）的要

求，并在未来可以应对碳税或碳交易

法规等带来的挑战。 何宝新 许峰

新一代大采高

短壁采煤机研制成功

本报讯 近日，中国煤炭科工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煤科研发的新

一代大采高单滚筒短壁采煤装备

暨 MG300/395-NWD 型 采 煤机顺

利完成出厂试验，即将进行井下工业

性试验。

该项目于 2020 年开始启动，在

常规短壁采煤机基础上进行了大胆

创新设计，攻克了超短机身整体布

局、多级摇臂调姿自主控制等技术难

题，提高了大采高采煤机的工作稳定

性和整机连接可靠性，使 MG300/
395-NWD型采煤机具备了双层“机

身”、双牵引、双级摇臂等诸多结构创

新，同时采用了液压马达驱动摇臂、

多臂联动、落差式双箱液压系统等多

项新技术和新工艺。

MG300/395-NWD型采煤机机

身长约4米，总装机功率395千瓦，适

应工作面长度小于 15 米，最大采高

从原来的3.8米提升至5.1米，填补了

5米采高的短壁采煤机国内外空白。

新一代 5 米大采高短壁采煤机可广

泛应用于“三下”特厚难采煤层，超长

大采高工作面开机窝、大型煤柱回收

和非规则边角煤开采及急倾斜特厚

煤层水平分层开采，对提高煤矿资源

回收率和实现中小煤矿高产高效具

有重要意义。 刘一鸣

国内首家集中式储能电站

虚拟电厂项目启动设计

本报讯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浙

江温州梅屿 100 兆瓦/200 兆瓦时电

化学储能电站项目启动设计，进入实

质性建设阶段。

作为国内首个以大容量集中式

储能电站为主体的虚拟电厂，该项目

的顺利实施，填补了我国集中式储能

电站应用的技术空白，推动新型储能

技术迈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该虚拟电厂由国家能源集团浙

江公司牵头具体实施，国家能源集团

新能源院作为研发单位，联合中国电

科院、华北电力大学等国内一流研发

机构，为项目提供工程规划设计、关

键技术研发、全流程技术支持和全寿

命周期运行服务。

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通过直

接参与调峰、调频等服务收益 5000
余万元，通过实时接入采暖、电动汽

车充电站、分布式新能源发电等可调

资源节约 15 亿元电网新建投资成

本。同时，将进一步提升当地灵活快

速调峰调频能力，支撑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加大清洁能源消纳力度，预计

每年可提高清洁能源消纳 4.8 亿度

电，减少碳排放38万吨。 丁涛

科技日报电（记者 李禾）10月

27日，在生态环境部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

司长李高说，2021 年 7 月，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

总体看，经过第一个履约周期的建

设和运行，全国碳市场已建立起基本

框架制度，打通了各关键流程环节，

初步发挥了碳价发现机制作用，有效

提升了企业减排温室气体、加快绿色

低碳转型的意识和能力，实现了预期

目标。

据统计，截至 2022年 10月 21日，

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

1.96亿吨，累计成交额85.8亿元。

李高说，生态环境部正在抓紧推

动新履约周期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关

配额分配方案将于近期公开征求意

见。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全国碳市场

建设，其中包括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体系，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

暂行条例》出台等。数据质量是全国

碳市场的生命线，将保持对碳排放数

据造假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建立健全

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长效机制、信息

公开和征信惩戒的管理机制等，强化

数据质量管理；在碳市场平稳运行基

础上，逐步扩大市场的行业覆盖范

围，丰富交易主体、品种和方式；完善

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研究制定相

关的交易管理办法和配套制度规范

等。

今年 4月，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

局和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快建立

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

方案》，部署建立全国及地方碳排放统

计核算制度、完善行业企业碳排放核

算机制、建立健全重点产品碳排放核

算方法、完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机制等四大重点任务，提出要夯实统

计基础、建立排放因子库、应用先进技

术、开展方法学研究、完善支持政策等

5项保障措施。

李高说，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和“双

碳”工作需要坚实的数据基础，碳排放

统计核算体系发挥着对“双碳”工作提

供数据支撑和基础保障的作用。但是

统计核算涉及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

技术、产品门类繁多，亟须建立完善统

一规范的统计核算体系。生态环境部

将与各部门合作，落实方案要求，做好

行业企业和重点产品碳排放核算相关

工作，推动建立我国统一规范的碳排

放统计核算体系。

政策引导 光伏产业链价格有望回落

页岩气超长水平井钻探获重大突破

甘肃武威50万千瓦立体光伏治沙产业化示范项目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位于福建省福清市，近年来园区内的风电研发、装备制造等企业抢抓机遇，调结构强制造，

通过大容量风电机组科技创新等方式，降低产品成本，加速产品迭代升级，做强做优做大海上风电产业，加快推进海上风电绿

色发展。图为福建金风科技有限公司风电机组装配车间。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全国碳市场将扩大行业覆盖范围
本报讯 近日，由山东能源集团投

资开发建设的渤中海上风电A场址项目

首批机组顺利实现并网，发出了海上风

电平价时代全国首个核准项目的第一度

“绿电”，同时也是山东省平价海上风电

首度“绿电”。据悉，此次渤中海上风电

A场址首批机组实现并网发电，创造了

当年规划、当年核准、当年开工建设、当

年并网发电的海上风电建设纪录。

该项目位于距离山东省东营港 20
公里的渤海中部近海海域，总投资66.85
亿元，装机容量501兆瓦，安装60台单机

容量 8.35 兆瓦风电机组，每年可提供绿

色电量16.98亿度，等效节约标准煤51.9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25.77万吨。同时，

采用叶片轻量化与整机协同迭代设计技

术，实现了叶片轻量化设计，叶片长度107
米，是亚洲已投运风机最长纪录，其发电

效率、利用小时数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该项目自今年4月16日开工建设以

来，山东能源集团新能源公司克服项目

团队人员少、工期短、任务重以及疫情、

天气影响等因素，在确保充分安全的前

提下，争分夺秒抢工期、加班加点赶进

度，全速推进海上风电开发建设。

据了解，该海上风电项目创出15项

行业纪录，核准用时仅 99天，为国内海

上风电项目核准最快纪录；国内融资利

率同行业最低；配套建设国内单体规模

最大的陆上集控中心和全国产化海上升

压站；安装北方区域单台风机功率最大、

亚洲最高的风力发电机组和已吊装最长

叶片；首次实现海缆与油气管道交越；是

国内一次性建成单体规模最大的智慧

化、数字化风场……

上述海上风电项目也带动了一大批

国内行业头部企业先后落户东营海上风

电装备产业园。目前，该产业园已签约

落地项目21个，总投资212亿元；在谈项

目 39个，总投资 284亿；规划总投资 450
亿元，全部建成年产值达500亿元以上，

预计 2024 年将在东营建成全国规模最

大、产业链最长、配套最齐全、建设速度

最快的海上风电产业园。 叶子

山东发出平价海上风电首度“绿电”

行业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