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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严峻性

日益凸显，各国纷纷加大对新能

源产业的投资力度，尤其是作为

新能源产业的代表之一，光伏发

电技术及场景在全球范围内迅

速推广，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和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

我国光伏行业虽面临多重

挑战，但终端需求依然旺盛，新

增装机量有望再创新高。据中

国光伏行业协会预测，2024年，

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量有望达到

230-260GW。

行业发展有喜有忧

2024 年，我国光伏行业经

历严峻挑战，在逆境中砥砺前

行。2024年 1-11月，应用端方

面 ，我 国 光 伏 新 增 装 机 量

206.3GW，同比增长 25.88%；制

造端方面，我国多晶硅、硅片、电

池片、组件产量分别为 170 万

吨、658GW、568GW 和 512GW，

同比增长幅度均超26%；出口端

方面，我国硅片、电池片、组件出

口量分别达到 57.2GW、51.5GW
和 221.7GW，分 别 同 比 下 降

9.9%、同比增长43.8%和13.6%。

我国光伏行业面临的挑战

前所未有。2024 年前三季度，

光 伏 制 造 端 产 值 下 降 超

44.7%。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相

关数据显示，2024年 1-9月，在

121家光伏上市公司中有 39家

陷入亏损，光伏企业亏损面持续

扩大。国内光伏市场资源愈发

吃紧，光伏发电消纳受到多种因

素制约，同时新型应用场景有待

进一步成熟，政策调整给分布式

光伏发展带来新变化，新能源入

市面临电量和电价的不确定性

因素。

此外，以电动汽车、锂电池、

光伏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

品在出口方面表现亮眼，但也

承受着国际贸易投资限制的

打压。海外市场环境的诸多

不确定性因素考验我国光伏

产业。目前，欧洲仍是我国光伏

组件出口最大的市场，但份额明

显下降。

处于第四轮深度调整期

回顾过往，我国光伏行业曾

经历“三落四起”，现在正处于第

四轮深度调整期。值得提出的

是，当前我国光伏行业走高质量

发展之路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是要避免低于成本的恶性竞

争。“内卷”式的恶性竞争不仅损

害企业合理利润，更对整个行业

健康发展构成巨大威胁。

谋求破局，光伏行业需要形

成高质量发展共识。在当前的

市场竞争中，技术创新不仅能够

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更是企业穿越市场周期、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钥匙。光伏行

业应打造差异化产品，开展群体

协同创新、共享知识产权，推动

光伏技术和产品走向更加高远

的未来，为行业打破“内卷”，蹚

出一条协同创新发展的新路。

目前，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正

在积极行动，通过各种方式引导

企业避免“内卷”式恶性竞争，维

护市场秩序，重砌行业健康发展

的基石。面临“内卷”环境，首先

从供给侧想办法，要更好地构建

行业良性生态。第二，从需求侧

去努力，光伏行业走到现在，消

纳问题、并网问题已成为瓶颈，

但是光伏发电在能源中的占比

较小，需要把微电网、光储融合、

光储氢一体化等新空间打开，光

伏行业发展空间将会有巨大潜

力。第三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为

光伏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后盾。

未来发展呈现五大趋势

尽管 2024年我国光伏行业

面临诸多挑战，但未来，在政策

支持、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的推

动下，光伏行业发展前景依旧广

阔。据国际能源署 IEA预测，为

了实现1.5℃目标所需的2030年

可 再 生 能 源 装 机 1.1 万 GW，

2024-2030年，每年光伏发电新

增装机量不少于500-700GW；到

2030年，光伏发电新增装机量在

各种电源形式中占比将达到

70%。

具体看，未来几年我国光伏

行业的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是技术迭代推动光伏行

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光伏电

池转换效率持续提升，单晶硅技

术已取代多晶硅技术成为主流，

PERC、HJT、TOPCon 等高效电

池技术商业化进程加速，这些创

新直接推动光伏发电成本显著

下降。HJT、TOPCon、BC等高效

电池技术的不断突破，预计将在

未来几年内显著提升光伏发电系

统整体效率和经济性，为光伏产

业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智能化与数字化融合

程度加深。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光

伏电站逐步向智能化、数字化方

向转型。光伏行业与信息技术

深度融合，将构建更加智能化的

能源管理系统。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的应用，将促进能

源交易的去中心化、透明化，为

分布式光伏、虚拟电厂等新兴业

态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推动能

源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

三是“光伏+N”多元化应用

模式不断涌现。随着光伏发电

装机规模大幅提升，消纳问题变

得愈发突出。新形势下，需要改

变以往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不

断推动光伏行业跨界融合。现

如今，光伏发电的应用范围越来

越广泛、应用模式愈发多元化、

跨界融合趋势愈发凸显，“光

伏+建筑”“光伏+交通”等新场

景新模式不断涌现。“光伏+N”

模式将光伏技术与多个行业相

结合，推动新能源的广泛应用，

有助于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优化能源结构，在推动各领域产

业结构升级、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四是全球市场多元化趋势

更加明显。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成本的持续下降，光伏产业

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

区，而是跨越国界形成了全球性

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一方面，各

国纷纷出台政策支持光伏产业

的发展，推动光伏技术的创新与

应用，为光伏行业全球化提供政

策保障；另一方面，跨国企业的

崛起和国际合作项目的增多，进

一步加速了光伏行业的全球化

进程。目前，新兴市场如中东、

北非等地的光伏需求持续上升，

同时欧美等传统市场也将逐步

复苏，推动全球光伏装机需求的

持续增长。

五是“合作出海”成为光伏

行业“走出去”新模式。对国际

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和复杂环境，

单一企业独自闯荡海外市场的

风险与难度显著增加。因此，光

伏企业开始积极探索与国内外

同行、金融机构、科研机构乃至

当地政府的深度合作，共同构建

全球化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

“合作出海”主要包括上下游产

业链合作出海、多元合作出海和

跨行业合作出海3种类型，这些

合作模式有效规避了单一企业

面对的国际市场风险，通过组建

跨国联盟或合资企业，能够更深

入地了解当地市场需求，定制化

提供产品和服务，增强市场竞争

力。随着全球对可再生能源需

求的持续增长，光伏行业“合作

出海”的趋势将进一步深化。

2024年，我国光伏行业经历严峻挑战，但仍然在逆境中砥砺前行，目前处于

第四轮深度调整期。未来，在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光伏行

业发展前景依旧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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