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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伟

行业动态

我国首个甲醇制氢加氢我国首个甲醇制氢加氢
一体站投用一体站投用

近日，曜能科技宣布其自主研发的

25平方厘米钙钛矿/晶硅两电极叠层电

池稳态效率达到29.57%，成为目前公开

的大面积叠层电池最高效率。与此同

时，宝馨科技、皇氏集团等多家上市公

司宣布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投资计划。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钙钛矿电池

产业化进程正在不断加速，但受技术稳

定性、大尺寸等问题影响，真正实现产

业化、规模化发展还有一段路要走。

技术持续取得突破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利用钙钛矿

型的有机金属卤化物半导体作为吸光

材料的太阳能电池，因其材料特性，钙钛

矿电池被业界公认为极具前景的新一代

光伏电池产品。

钙钛矿电池实验室研发层面实现新

的突破。近日，曜能科技对外宣布，其自

主研发的 25平方厘米大面积钙钛矿晶

硅两电极叠层电池器件稳态效率达到

29.57%，在钙钛矿晶硅两端叠层电池稳

态效率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此之

前，1月20日，经中国计量院第三方测试

认证，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小面积钙钛矿

晶硅两端叠层电池稳态输出效率达到

32.44%，时隔三个月再次刷新国内转换

效率纪录。

同时，稳定性是钙钛矿电池产业化

应用的基石。今年 1月份，钙钛矿电池

产业先锋玩家纤纳光电在其官网发布消

息称，经德国电气工程师协会（VDE）权威

认证，纤纳α组件已顺利通过 IEC61215、
IEC61730稳定性全体系认证，纤纳光电

成为全球首个且目前唯一完整通过这两

项稳定性全体系测试的钙钛矿机构。

“钙钛矿电池具有光电转换率高、稳

定性好、制程低碳等系列特性，有望成为

新一代光伏电池技术。”在纤纳光电联合

创始人兼CEO姚冀众看来，目前，钙钛

矿电池在技术、效率、稳定性等方面取得

突出成果，其产业化进程提速。

企业加速布局

近日，宝馨科技发布公告称，该公

司与相关方合作设立合资公司西安

宝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该合资公

司注册资本为 5500 万元，其中宝馨科

技出资 2000 万元，持股占比 36.36%。

合资公司将开展钙钛矿—异质结叠

层电池技术的研发、产业化技术研究

以及商业化解决方案推广，并将相应

技术应用于公司异质结电池项目。

除宝馨科技外，多家企业近期均

对 外 发 布 钙 钛 矿 电 池 投 资 最 新 进

展。皇氏集团发布公告称，其控股子

公司皇氏农光互补（广西）科技有限公

司与深圳黑晶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签署

协议，双方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

推进TOPCon/钙钛矿叠层电池产品技

术的研发、生产及产品应用；奥联电子

公司子公司已设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生产线，按计划钙钛

矿电池50MW中试线将于今年内投产，

120MW 钙钛矿电池组件生产线将在

2024年投产。

事实上，2022年以来，宁德时代、通

威股份、隆基绿能、天合光能、京山轻机

等 20多家A股上市公司纷纷加大在钙

钛矿电池领域布局力度。截至目前，国

内已有3条百兆瓦单结钙钛矿电池产线

投产，多条百兆瓦产线、GW 级产线在

计划中。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海珅

表示：“一方面，需求旺盛，相关企业业

绩增长比较好，纷纷选择增加产能；另

一方面，光伏行业需要进行工艺升级、

新技术迭代更新，而钙钛矿电池领域正

好给了新进入者发展机会。”

姚冀众说，钙钛矿电池优势显著，

商用前景广阔，企业纷纷选择增资扩

产。与此同时，众多企业的入局，也

有助于加速钙钛矿电池产业化。

在政策支持、技术日益成熟，以

及企业加速布局的情况下，钙钛矿能

电池未来发展前景良好。业内机构

预测，钙钛矿能电池 2024 年有望实现

GW 级产能。

期待新一轮技术革新

随着钙钛矿电池转换效率的提

升，其产业化进程提速，未来或掀起

光伏领域新一轮技术革新。但是就

目前而言，还面临一些技术难题。

祁海珅表示：“钙钛矿电池虽然

投资成本低、转换效率潜力也高，但

是其衰减快、寿命短、难以实现大尺

寸制备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不断的

解决和提升。”

“稳定性一直是钙钛矿电池面临

的技术痛点。只有破解钙钛矿电池

稳定性技术难题，才能为钙钛矿电池

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铺平道路。”姚冀

众说，与此同时，还需要在材料体系

上进行创新，包括选用好的材料、筛

选优质供应商、控制杂质、添加新的

材料体系等。

针对钙钛矿电池产业化进程中

遇到的问题，祁海珅说，通过技术创

新，提升生产工艺水平，破解钙钛矿

电池衰减快、寿命短等问题，促进其

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姚冀众表示，要不断优化和研制

符合各类市场准入条件和客户需求

的钙钛矿电池产品，持续提升产品成

熟度，把钙钛矿电池产业化发展推到

新的高度。

企业加力 钙钛矿电池产业化提速

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2月15日，普华永道

发布了2022年下半年中国科技、媒体及通信行业

（TMT）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数据。2022年下

半年内地TMT企业IPO数量较2022年上半年的68
起大幅度上升，共计124起，融资总额由上半年的约

1084亿元大幅上升至约1335亿元。

近日，中国证监会就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

制主要制度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此，普

华永道中国北部审计市场主管合伙人张翌表示：

“2022年下半年，在内地资本市场科创板及创业板

的带动下，中国内地TMT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表现

有所回暖。而全面注册制将进一步提升国内资本

市场的发行效率和上市可预期性，为企业提供更

好的融资环境，也将更好地支持国内科技创新型

及成长型企业的发展。”

各大板块分析显示，2022年下半年，国内资本

市场依然为内地TMT企业的主要上市选择地，有

31%和28%的内地TMT企业分别选择在科创板和

创业板上市。科创板有39起TMT行业 IPO，获得

约741亿元融资额，占总融资额的56%；深圳创业板

有35起TMT行业 IPO，共获得约402亿元融资额，

占总融资额的30%。另有14%的内地TMT企业选

择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共计17家，获得约

32亿元融资额，占总融资额的2%；内地主板上市的

占比为5%，共计6家，获得约49亿元融资额，占总

融资额的 4%。而 22%的内地TMT企业选择在中

国香港及海外上市，共计27家，获得约111亿元融

资额，占总融资额的8%。

除科创板上市 TMT 企业外，A 股上市 TMT
企业的平均市盈率在 2022年 12月底较之前期间

保持平稳。A股TMT公司平均市盈率自 2022年

6月30日的33倍，升至2022年12月31日的34倍，

依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在创业板方面，自 2020年 8月 24日创业板注

册制首批企业挂牌上市以来，共有 412家企业于

创业板上市，总融资额为 3932亿元，平均融资额

为9.59亿元，平均首发市盈率为37倍。这其中，104
家TMT行业企业的总融资额为1032亿元，平均融

资额为9.92亿元，平均首发市盈率为47倍。“今年国

内科技创新型TMT企业赴港上市将继续保持活

跃。”普华永道全球科技、媒体及通信行业主管合

伙人周伟然表示。

艾迪奥关键电子元器件

生产基地项目奠基

本报讯 2 月 9 日，湖南艾迪

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千亿只关键

电子元器件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奠

基仪式在益阳高新区举行，标志着

益阳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再结硕

果，将加快园区产业转型升级。

湖南艾迪奥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注生产、研发、销售关

键电子元器件产品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产品涵盖软磁铁氧体磁

芯和 MLCC（片式多层陶瓷电容

器），广泛应用于 5G和移动通信、

汽车电子、计算机、风力/水力/光
伏发电新能源、家用电器、消费电

子、照明电子、航空航天等领域。

2022年规划的千亿只关键电子元

器件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占地面

积 247 亩，其中第一期规划 147
亩，计划投资 12 亿元，总建筑面

积 9.05 万平方米，建设周期为两

年。项目全部达产后，将实现年

产千亿只片式陶瓷电容、关键磁

电元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预

计年销售额 10亿元。 熊晖

全面注册制将为全面注册制将为TMTTMT行业注入新活力行业注入新活力

近年来，湖南省株洲

市加快打造新材料产业

基地，逐步形成新材料产

业集群，为当地经济发展

注入活力。目前，株洲市

新材料产业相关企业超

170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

业 80 多家，高新技术企

业30多家。图为湖南株

冶火炬新材料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在生产锌基合

金产品。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从传统车间到智慧车间，从燃油产品到新

能源产品，从传统化工到绿色环保……近年来，

在渝企业纷纷加快转型升级，为产业发展创造

新赛道、提供新机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

动能。图为位于重庆市长寿区的重庆信维环保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焚烧主厂房内操作机械

手臂。

新华社记者 唐奕/摄

赣锋锂电

新研发生产基地投产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黄怡敏）

近日，赣锋锂电高端聚合物锂电池

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投产仪式在惠

州仲恺高新区举行。

据了解，赣锋锂电是一家世界

领先的锂生态企业，在高安全长循

环新型磷酸铁锂电池体系技术、主

动均衡BMS模组技术、高电压平台

聚合物快充技术、TWS蓝牙耳机专

用高容量扣式电池、固体电解质隔

膜及全固态电池体系开发等方面，

均保持国际领先地位。赣锋锂电

高端聚合物锂电池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位于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石

圳村，总建筑面积约 30 多万平方

米。惠州赣锋锂电科技有限公

司目前已投资 16 亿元，建成了目

前国内先进的笔记本 (手机)电池

产线，年产值约 20 亿元。今年拟

继续投资 8 亿元，建设一条更高

端的叠片电池产线，能适应笔记

本电脑、无人机、电动车等高倍

率的应用场景，预计到 2025 年将

完成 40 亿元的投资规模，达到 60
亿元的产值。

联东U谷·潍坊

元宇宙配套产业园开园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李硕）

近日，联东U谷·潍坊元宇宙配套

产业园开园仪式暨首批入园企业

签约活动在潍坊高新区举行。

联东U谷·潍坊元宇宙配套产

业园是依托元宇宙龙头企业歌尔

集团打造的专业配套园区。该项

目总投资 15亿元、占地 234亩，由

“中国产业园区十强产业”排名第

一的联东集团投资建设，与国内领

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卡奥斯合作，

以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和高端装

备制造为主导方向，聚焦元宇宙、

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领

域，为入园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和

数字化赋能，推动产业链、资金链、

人才链、技术链深度融合，打造一

流元宇宙产业发展生态，预计全部

达产后年产值将达130亿元。

目前，一期一批次 21 栋厂房

已交付使用，二期一批次 11 栋厂

房已完成竣工备案，计划 3月份交

付使用，苏州海涵、青岛立隆佳自

动化等 26 家企业已签约入驻，山

东格陆博、安徽科工等 9个项目已

投产达效。

当前，潍坊高新区元宇宙产业

已经形成了以硬件制造为引领，软

件开发与内容制作、应用场景协同

发展的产业格局，将加快建设

6000亩的元宇宙科创产业园。

近日记者从中关村软件园获悉，2022 年，中

关村软件园实现总产值 4759.3亿元，比 2021年增

长10.8%，每平方公里产值1830.5亿元。知识产权

数量突破10万项，比2021年增长30.2%。

2022 年，北京市海淀区 GDP 首破万亿元大

关，成为全国首个破万亿的地市级区县，中关村软

件园在其中表现亮眼。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

会公布首批10大高品质园区名单，中关村软件园

在100家市级产业园区中脱颖而出，名列榜首。

作为国内软件信息行业智力密集、创新活跃、

产业集中、单位经济产出高的科技园区之一，中关

村软件园在高质量发展上有哪些“新秘诀”？2月

15日，记者随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组织的

媒体调研团走进中关村软件园，“零距离”探寻中

关村软件园的“创新密码”。

“中关村软件园只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中

关村软件园产业服务部部长汪蔚谦虚地说。

然而，中关村软件园的创新发展成绩单却值得

骄傲：上市企业72家，收入过亿企业93家，瞪羚企业

128家，国家规划布局重点软件企业27家，国家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25家，联想、百度、腾讯、新浪、

亚信科技、科大讯飞等 700多家国内外知名 IT企

业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扎堆”。

不断培育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在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量子信息等方面

率先形成全国领先的特色产业集群。园区产业生

态日趋完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来自数字经济相

关产业的收入超过99%，新一代信息技术、软件和

信息服务、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收入占比达94%。

年初，园区企业亚信科技在拿下了福清核电

5G生产无线网络建设项目合同，金额总计 1.3亿

元。2月6日，启科量子发布国内首台模块化离子

阱量子计算工程机“天算 1号”，我国原子型量子

计算机迈出了从关键技术突破、实验室研发、原理

样机研制到产品工程化的关键一步。“90后”大学

生在疫情期间创立的森之高科，由中关村软件园

孵化器孵化，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实现千万级营业

收入，目前订单纷至沓来。

“2020 年，我们启动了分布式离子阱量子计

算机的研发，今年推出的‘天算1号’，现已与国内

保险、证券、新药研发、加解密等领域的头部企业

建立合作关系，实现行业应用深度捆绑。”启科量

子副总裁眭珺钦介绍，目前启科量子核心专利已

超 350项，承担 20项量子信息领域的国家及行业

标准制订工作，2022 年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和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此外，“启科

量子发布首套国产ARTIQ架构量子计算测控系

统”还上榜行业媒体2022中国量子公司十大社会

影响力事件。

汪蔚介绍，围绕产业创新需求，中关村软件园

正在不断优化融通创新服务，创新服务产品与合

作模式，通过与龙头企业共建联合创新中心、产学

研深度融合、协同孵化等方式，推动大企业的创新

能力和资源开放，激活创新磁场，推动创新资源跨

界融合，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融通发展。

面对新形势、新机遇，中关村软件园将持续以

“轻资产，强服务”战略为指引，建设数字化创新平

台和底层技术协同创新平台，进一步丰富应用场

景，推动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速科技

成果落地转化。联合园区前沿企业持续引领大信

息产业科技创新，构建代表新技术发展方向的专

精特新产业集群生态，将中关村软件园打造成为

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园区。

2022年实现总产值4759.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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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伟

科技日报讯 （记者 操秀英） 近日从中国石

化新闻办获悉，我国首个甲醇制氢加氢一体站投用，

该站是由中石化燃料油公司大连盛港油气氢电服

“五位一体”综合加能站升级而来，每天可产出 1000
公斤99.999%高纯度氢气。

该项目采用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分布式甲醇制

氢系统，包含甲醇重整、催化氧化、过程强化、系统集

成等多项自主创新成果，系统制氢效率及自动化、智

能化水平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同时，该系统环保性

能优异，生产过程中无固废影响、无废水外排、无尾

气污染。在满足加氢站内安全和运营控制要求的前

提下，与国内同类运行装置相比，能耗更低、甲醇消

耗更少。

氢气的储存和运输是制约氢能产业发展的关键

环节。我国加氢站主要依靠长管拖车进行运输，运

输能力低、成本高、装卸时间长且综合能效低。中国

石化甲醇现场制氢项目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题之

策”。该座站内甲醇制氢加氢装置产氢能力为每小

时 500标准立方米，建设采用“撬块化建站模式”，场

地利用率为全国最高，主体装置占地仅 64平方米，

而同等制氢规模的传统设备占地面积超 500 平方

米。该项目布局方便且建设周期短，相比加氢站传

统用氢方式，成本可降低 20%以上，有利于推广复

制。

据悉，大连盛港综合加能站处于大连自贸片区，

中国石化燃料油公司已在大连自贸片区建成两座油

气氢电服“五位一体”综合加能站，并开工建设 6
座。大连自贸片区已全面布局氢气制、储、运、加、用

等环节，构建起包括氢气制取、氢能装备制造、氢燃

料电池及其配套零部件、氢燃料电池整车、氢能分布

式电源及氢能技术研发检测等在内的氢能产业生态

链。该项目的成功投用将有力带动片区氢能装备制

造产业进一步发展，也为在全国范围内加快构建安

全、稳定、高效的氢能供应网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

广经验。

据悉，由中国石化牵头组建的北方氢谷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于 2月 14日在大连揭牌成立，学校将作

为国家氢能产业的制、储、运、用、产、学、研“全链条

单位”，致力于培养氢能技术和技能人才，为能源转

型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中石化大连氢能装备产

业园同步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