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光伏产业已成为推动我国能源变革的重要引

擎，也将在未来的能源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近日，在北

京举行的第八届中国能源发展与创新论坛上，业内人士表

示，光伏行业技术创新水平加快提升，市场应用持续拓展

扩大，在能源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持续提升技术创新水平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指引下，我国光伏行业取得长

足进步，已成为我国为数不多在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光伏产业是我国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之一。”隆基

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李文学表示，我

国光伏产业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不仅在光伏产品产

量、装机总量、新增装机量等方面位居全球第一，也培育了

全球最完整的光伏产业链。目前，在光伏产业硅料、硅片、

电池、组件四大主要环节排名前十的企业中，我国企业占

比达到85%以上。

根据行业协会测算，2022年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产量再

创历史新高，全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量分别达到

82.7万吨、357吉瓦、318吉瓦、288.7吉瓦，同比增长均超过

55%。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光伏制造端主产业链各环节均

保持了增长态势，其中太阳能级多晶硅产量同比增长60%，

硅片产量同比增长 78.7%，电池片产量同比增长 57.5%，组

件产量同比增长62.2%。

光伏产业规模持续增长，与其技术创新水平不断提高

密切相关。据悉，2022年，国内主流企业P型双面晶体硅太

阳能电池量产平均转换效率达到23.2%；N型硅片+超薄隧

穿层电池初具量产规模，平均转换效率达到24.5%；晶体硅

异质结太阳电池量产速度加快，转换效率创造26.81%的新

纪录，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研发及中试取得新突破。

“降本增效是光伏行业不变的本质，而技术持续进步

是光伏发电成本下降的最大推力。”李文学说，目前，太阳

能已成为最具经济性能源。比如四川甘孜州正斗一期

200MW光伏基地，国家电投集团四川电力有限公司以最

低价 0.1476 元/kWh预中标，创下国内光伏电站上网电价

最低纪录。

李文学进一步表示，光伏组件效率提升 1%，约相当于

度电成本下降 4%-7%。“未来，随着技术的突破，光伏发电

成本将会持续下降。”

“度电成本是光伏技术不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东方

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赵国镱表示，当前，光

伏发电经济优势明显，度电成本已低于煤电，未来还将不

断下降，发展潜力巨大。“光伏企业要进一步投入大量研发

力量，在组件专用封装材料、特殊阻水工艺设计、抗衰减解

决方案、生产设备升级等方面取得新的有效突破。”

创新“光伏+”模式

在库布齐沙漠腹地，蓝色的光伏板规则地排列成一匹

矫健的骏马图案。这里是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达拉特光

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

据介绍，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蒙西新能源达拉特光伏

电站创造性地将光伏组件设计排布为骏马图形。走进“骏

马”内部，在光伏阵列之间是适宜当地生长的扬柴、紫穗

槐、小甘菊等经济林，光伏板下是长势良好的耐阴性沙生

灌草植物。这样的科学搭配可以实现防风固沙和生态修

复，保护光伏阵列间地面免遭风沙蚀积危害。与此同时，

光伏板不仅可以发电，还能有效挡风防风，改善板下植物

的生存环境，达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效果。

据统计，截至2023年3月底，上述项目已累计输出绿电

27.49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省标煤 110.06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274.28万吨，已累计治沙1.6万亩。

这只是我国探索“光伏+治沙”模式的一个缩影。“充分

发掘沙漠、戈壁广袤的土地资源和充沛的光照资源，创新

发展沙漠光伏，实现沙区经济转型和绿色发展，对保障国

家生态安全和能源安全，实现地方经济振兴，助力国家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治沙学会副会

长胡培兴表示，未来要以沙戈荒大型风光电基地建设为契机，

积极推进光伏与治沙融合发展，实现新能源产业与生态产业

融合，推动光伏治沙试验示范区建设，把沙区建设成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美丽家园。

除了探索“光伏+治沙”模式，光伏行业也在积极创新

“光伏+”模式，比如“光伏+渔业养殖”“光伏+农业生产”

“光伏+矿区综合治理”“光伏+工业”“光伏+建筑”“光伏+
交通”等，推进光伏发电多元布局，进一步提高项目适应性

和社会收益率，推动光伏行业高质量发展。

“这些‘光伏+’发展模式，可以打造绿色产业新场景，

能为光伏行业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为服务‘双碳’目标

提供更多可落地的实施方案。”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理事长、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仁贤表示，多元化应用模

式的开发，将是未来光伏行业发展的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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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信创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成为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的核心力量。”在近日举

行的第三届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论坛上，众

多专家一致认为，信创领域将在今年迎来发展

拐点，信创产品和应用从党政领域向电力、交

通、医疗、教育等行业全面推进，从小范围试点

走向全面推广。

从小信创到大信创转型

2020年是信创产业开始全面爆发和整体

布局的关键一年，被业界称为“信创产业元

年”。经过三年多的全面推广，信创的覆盖领

域越来越广。

在此次论坛上，专家的共识是，2020-2022
年是党政信创需求爆发的三年，从 2023开始至

2027年，行业信创将接力党政信创，从金融、能

源、运营商逐渐向教育、医疗等行业扩散。未来5
年，信创“2+8+N”应用体系的需求将全面爆发。

其中，“2”是指党政领域，上一轮信创产业

发展主要就是落地于此。“8”是指关乎国计民生

的八大行业: 金融、电力、电信、石油、交通、教

育、医疗、航空航天。“N”则是指把信创产品全面

应用到消费市场。

信创产业的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根据中

国软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2 年中国信创生态

市场研究和选型评估报告》，2022年我国信创产

业规模已达到 9220.2 亿元，近五年复合增长率

35.7%。该报告预计，2025年我国信创产业规模

将突破2万亿元。

金融行业是最早推广应用信创产品的领域

之一，也由此获益匪浅。“金融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组成部分，金融信创是信创领域的一个试金

石。”中国电信金融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杨琛表

示，信创产业起步早，在各项政策引导下，在金

融领域逐渐实现自主可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从第一批 47家试点机构到现在全面发展，已经

到了大规模和高质量的发展阶段。2023年，正

是从小信创到大信创转型的关键节点。

信创“保驾”安全

“推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是国家重大战略

举措，也是新形势下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不

断提升我国新型技术应用的能力和水平，实现

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关系国家安全

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国信息产业商会会

长聂玉春在论坛上表示。

业内专家认为，信创是一系统工程，我国

需要通过发展信创产业，在核心芯片、基础硬

件、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服务器等领域实

现国产替代。

从整体信创市场来看，目前，以国企为主力

的软件“国产化替代”正加速落地。随着国产化

替代进程加速，范围扩大，应用场景更为丰富，

国内信创产业的巨大市场潜能也正在进一步被

释放。其中，无论是大数据、物联网、集成电路，

还是人工智能等热点领域，软件都是支撑产业

发展的核心和基础。特别是云计算这一新型计

算体系正在推动软件研发范式发生深刻变革，

进而大幅提升软件的生产效率，为数字化全体

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底座。

“信创产业全面推动发展三年多来，现已有

4000多家银行、200多家保险机构，使用国产自

主软件。”亿欧联合创始人兼总裁王彬介绍说，

在运营商领域，三大运营商都设立了信创实验

室，中国电信采购了很多自主可控的国产信创

系统；能源领域，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及各

地重要的能源企业，在能源系统的改造升级中

也都在积极推进信创国产化；此外，医疗领域，

很多医院数据库的服务器、防火墙等已开始采

用国产信创系统。

综合来看，我国信创市场的变化产生了巨

大的利好，许多信创概念股有了很好的表现。

但也要看到，信创产业中还没有出现与我国国

力相称的硬件服务商、软件服务商。

“有没有与国力相称的硬件服务商、软件服

务商、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对国家未来发展

至关重要。”王彬表示，微软、英特尔已经统治

市场多年，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我国加速迎头

赶上，但要用很短的时间走完国外走了很长的

路，将面临很多挑战。

此外，信创产业发展不仅仅是完成国产化

替代。专家认为，更要把新技术结合已有的业

务，不断提高创新的能力。

金山办公生态合作部总经理吕志表示，

2022年信创产业界明显发现，一个产品或一个

解决方案已经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而是需要

上下游融合，联合形成产业化落地。

“要发展信创，就要做好数据安全中核心要

素的防护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对敏感信息都要

有足够的防护能力，特别是利用国产密码算法

保护央国企里的商业秘密。”时代亿信 CTO 沙

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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