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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打破光伏行业
两项效率世界纪录
本报讯 隆基绿能日前宣布两项技术

实现颠覆性突破，经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

实验室（NREL）权威认证，其自主研发的

大面积（260.9平方厘米）晶硅—钙钛矿两

端叠层太阳电池转换效率达33%，刷新全

球大面积叠层电池效率纪录；同时，BC电

池组件效率突破26%，再度改写晶硅组件

效率天花板。

两项成果同步被第66版《太阳能电池

效率表》收录，该榜单由“光伏之父”马丁·

格林教授领衔全球顶尖科学家编撰，自

1993 年 起 持 续 发 表 于《Progress in

Photovoltaics》，被誉为光伏技术进步的

“金标准”。

作为光伏行业技术变革的引领者，隆

基绿能始终以创新为内核。从推动单晶技

术颠覆多晶路线，到布局钙钛矿、BC电池

等前沿领域，公司构建了覆盖材料、设备、

工艺的全链条研发体系。隆基绿能创始

人、中央研究院院长、CTO李振国表示：

“过去25年，光伏行业通过技术降本让清

洁能源成为全球最经济的电力来源。未来

25年，我们的使命是让绿色能源融入生活

细节。这两项纪录不仅是隆基的里程碑，

更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加速器。”

据悉，隆基绿能此次发布的晶硅—钙

钛矿叠层电池，通过材料创新与结构优化，

在260.9平方厘米超大尺寸下实现33%的

效率，较单结硅电池效率提升近20%，首

次实现可量产尺寸33%的突破，为光伏发

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开辟新路径。而BC电

池组件效率达26%，印证了隆基绿能在背

接触电池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推动晶硅

组件效率极限向27%迈进。

“隆基的创新基因源于对技术本质的

敬畏。我们不仅专注自身突破，更倡导协

同创新。”李振国说，无论是晶硅单结极限

的不断逼近，还是代表未来的叠层技术，隆

基始终以开放心态布局多种技术路线。今

天的双项突破，是隆基持续投入研发、挑战

效率极限的最佳证明。 （张小宝）

上能电气以全场景
构网技术赋能零碳未来

□ 陈学谦 张小宝

近日，第十八届（2025）国际太

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上海）大会暨

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展会汇聚

全球3000余家展商参展，展览面积

达38万平方米，覆盖光伏生产设备、

高效电池技术、储能系统、智慧能源

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环节，为全球能

源转型注入澎湃动力。据组委会最

新统计数据，本届展会参观人次接近

60万。

展会为期3天，企业矩阵规模空

前，参观者不仅可近距离感受超千平

米的旗舰展台，数百平米展台规模的

参展企业同样比比皆是。正泰集团、

隆基绿能、特变电工、爱旭股份、固德

威、阳光电源、中信博、上能电气、中

来股份、东方日升、科华数能、科士

达、中国中车、天合光能、通威股份等

产业链龙头企业组成超强阵容。

本届展会的技术焦点集中于三

大领域：一是超高效光伏技术。

TOPCon、HJT、钙钛矿叠层电池量

产转化效率突破26%，多家企业展出

全黑组件、智能跟踪支架与BIPV（光

伏建筑一体化）解决方案。二是智慧

储能系统。长时液冷储能柜、光储充

一体化电站、家庭智慧能源管理系统

实现场景全覆盖，储能电池能量密度

超 400Wh/kg。三是能源数字化。

AI驱动的光伏电站运维平台、虚拟

电厂调度系统、区块链绿电交易平台

成为智慧能源焦点。

展会期间，爱旭股份携ABC全

系产品矩阵惊艳全球。一是黑洞系

列，78大版型满屏组件与54版型满

屏组件“双剑合璧”，满足户用市场对

面积与美观度的不同偏好。二是慧

星系列，72版型满屏组件与星云系

列54版型轻质组件“刚柔并济”，满

足工商业屋顶对光伏组件效率、安全

的严苛要求。三是恒星系列，天狼星

组件通过应用无银金属化涂布等技

术，显著提升组件抗隐裂能力，无惧

海浪冲击，北极星组件将ABC组件

双面率提升至80±5%，综合功率在

领先优势上再进一步。

在爱旭股份全面升级的各型号

产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集高效、

可靠、美观于一身的第三代ABC满屏

组件。该技术以实现多元场景覆盖，

使更广泛的客户享受到爱旭ABC满

屏组件“黑科技”带来的独特价值。其

中，78版型满屏组件功率可达800瓦

至810瓦，转换效率高达25%。

作为储能行业的领军企业，海博

思创携“储能+X”全场景解决方案亮

相展会，全面呈现了“储能+X”战略

发展内涵，充分展示了构网型技术、

光储融合、源网荷储一体化等储能技

术解决方案，以及面向充电、油田、矿

山、数据中心、台区、通讯基站、一般

工商业、高耗能工厂等各类细分应用

场景的储能全套解决方案，冲破行

业间的边界，将储能与多维度场景

深度结合，实现1+1>2的协调效应，

乃至1+n的联动效应，充分发挥储能

价值，为储能发展与应用开辟新的

方向。

而南都电源凭借30年的电池技

术积淀，全方位展现了公司在储能领

域前沿技术的硬实力。重点展出了

Center L Ultra 6.25兆瓦时储能系

统和Center L Max 8.338兆瓦时

储能系统两款产品。南都Center L

Ultra 6.25兆瓦时储能系统采用自研

自产超大储能电池和“交直流一体

化”设计，在标准20尺集装箱内实现

6.25兆瓦时的容量，适用于2至8小

时的储能场景。此外，南都电源自主

研发的783安时固态电池引发关注，

兼具高能量密度与本征安全特性，循

环寿命超过1万次，能效超95%，为构

建高安全、长寿命的储能系统奠定坚

实基础。

在“双碳”目标驱动下，光储产业

正经历深度重构。本届展会不仅是

技术展示的舞台，更是行业破局与协

同创新的起点。未来，主办方将继续

搭建国际化平台，推动全球能源合

作，助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

现代能源体系。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工程建设数据亮眼
□ 石琳琳 张小宝

在全球能源转型与“双碳”目标

驱动下，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持

续领跑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工程建

设实现高质量跃升式发展。据水电

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可再生能源发电

工程质量监督站编著的《中国可再生

能源发电工程建设质量管理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预测，2025年，全

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工程建设总量将

继续维持高位，电力投资主体更加广

泛和多元化，单个工程建设规模趋于

大型化，不同类型可再生能源发电工

程建设质量稳步提升。

工程建设规模与速度
双突破

可再生能源工程建设规模持续

增长。截至2024年底，全国在监（即

在能源主管部门的监控管理范围内）

可再生能源发电工程2100多个，总

容量约5.4亿千瓦，其中新增完成质

量监督注册工程1600多个，总容量

约3.5亿千瓦。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

工程建设呈现规模化、区域化发展特

征，形成常规水电、抽水蓄能、风电、

光伏和新型储能等协同发展格局。

“2024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

工程建设数据亮眼。”水电水利规划

设计总院副院长余波介绍，大型水电

建设稳步推进，新增投产玛尔挡、羊

曲、硬梁包、银江等5个水电站15台

机组，总容量517万千瓦；抽水蓄能

工程注册容量创历史新高，全年完成

39个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总容量达

5373万千瓦；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

投产容量再攀高峰，全年新增投产容

量分别达7983万千瓦和2.78亿千

瓦，新增注册容量分别超过1.2亿千

瓦和1.7亿千瓦；新型储能工程新增

投产功率规模同比增长超130%，功

率规模首次超过抽水蓄能。

技术攻坚与工艺升级并行

余波认为，可再生能源工程建设

规模快速扩张，建设环境愈发复杂，

技术创新已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我国可再生能源工程

建设领域涌现众多创新工艺工法、施

工装备及智能建造技术，为破解复杂

建设条件提供了有力支撑，助推施工

质量与施工效率双提升。

水电工程聚焦复杂地质条件与

极端环境，正反井结合工法的应用助

力超深竖井高质量开挖及施工安全，

隧洞全断面掘进机施工效能取得新

突破，大倾角大直径斜井硬岩掘进机

的应用大大提升斜井掘进效率。无

人碾压机群提升堆石坝填筑质量与

效率，智慧砂石加工系统推动砂石加

工智能化、无人化。

风电工程海陆并进，吊装机械施

工作业能力进一步提升。陆上风电

“混凝土—钢”混合塔架持续推广应

用，“以大代小”改造升级有序推进。

海上风电项目中心离岸距离主要集

中在15千米至35千米区域，继续向

深远海挺进，施工技术进展显著。海

上风电导管架自行式运输装船工法

突破码头空间限制，智能负压沉贯工

法进一步提高吸力筒导管架沉贯精

度和施工效率。

光伏发电N型组件加速替代，

182尺寸组件占主流，光热发电聚光

形式以塔式为主。同时，施工技术不

断创新，轨道车运输工法有效提高了

山地光伏项目材料设备转运效率，无

人机有效解决了复杂地形光伏组件

运输难题。

质量监管发展亮点与
现实挑战并存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工程实行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已形成

以《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为统领，以《电力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等行业管理、政

策性文件为核心，以电力建设工程质

量监督检查大纲为支撑的完整质量

监督制度体系。”余波表示。

2024年，随着工程建设质量管

理水平的提升和施工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工程建设质量

稳中有进。智能建造提升水电工程

大坝碾压施工质量，精细化施工提升

水电工程地下厂房混凝土浇筑质量，

精准组装保证风电机组塔筒安装稳

定性，浮托施工技术突破施工装备限

制、保障特大型海上升压站安装质量

安全，精细化施工保障光伏发电单元

安装质量，消防设置升级助力电化学

储能电站安全运行。

在可再生能源重大项目扎实推

进的同时，技术标准不同步、供应链

协同不足、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不完

善等新问题逐渐显现，施工质量安全

风险依然不容忽视。

为进一步加强可再生能源发电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提升工程建

设质量水平，余波建议，强化标准引

领和支撑作用，压实工程建设各方

管理主体责任，加强全过程质量管

理和问题整治，完善检验检测技术

保障体系，推进智能建设发展应用，

推动质量监督方式创新，培育工程质

量诚信文化。“以高质量可再生能源

发展有力保障高水平能源安全，为推

进质量强国建设贡献可再生能源智

慧和力量。”

正泰新能源：汇聚全产业链力量奔赴转型之路
□ 朱 黎 陈学谦

当前，光伏行业竞争正从单一环

节向全价值链协同演进，构建产业链

生态系统已成为新能源企业能否穿

越周期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在第

十八届（2025）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

慧能源（上海）大会暨展览会举办期

间，正泰新能源董事长、正泰新能董

事长兼总裁陆川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他深入剖析了在行业竞争格局加速

重构的当下，正泰如何汇聚全产业链

的力量，奔赴一场持久且充满挑战的

战略转型之路。

市场化重塑新能源产业
发展逻辑

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

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

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136 号

文”）,推动我国电力领域改革迈入新

阶段。

陆川表示：“136号文的发布，体

现了国家对清洁能源在能源市场中

重要地位的认可，电力市场化正在重

塑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逻辑。在‘双

碳’目标驱动下，风电和光伏仍有效

率提升和降本的空间。预计明年一、

二季度，行业将重新进入需求增长的

轨道。”

目前，新能源行业调整迈入深水

区。面对转型压力，陆川表示，正泰新

能源通过国内新能源电站开发为主、

海外风光储结合的差异化布局，以及

稳健的户用光伏策略，持续蓄力积能。

“现阶段，风电收益好，光伏市场诉

求较弱。目前，正泰新能源国内开发项

目以风电为主。”陆川介绍，户用光伏方

面，今年上半年预设目标完成情况较

好；海外市场方面，由于欧洲市场普遍

存在日间负电价现象，储能的收益模式

从以调频为主转向以调峰为主，未来两

年收益率或将持续承压。

创新开辟高端产品差
异化赛道

“分布式光伏项目或将率先走出

观望期。”陆川认为，由于分布式项目

周期较短，与集中式电站相比，非技

术成本占比较低，变动幅度和恢复速

度更快。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分布式光

伏走向精细化运营，针对高净值家

庭能源升级需求，正泰安能推出“泰

墅绿能”家庭综合能源解决方案，整

合高端别墅、阳台光伏、光储充车棚

等多个产品线，通过建筑一体化设

计、光储充智能联动，重塑绿色墅居

价值标准，开辟户用光伏高端市场

的差异化赛道。

此外，在今年全球光伏与储能

行业年度盛会——SNEC展会中，正

泰新能携多款高效组件及产品解决

方 案 惊 艳 亮 相 。 其 中 ，ASTRO

N7 Pro是正泰技术升级的亮点之

一，采用多分片切割技术，搭载

TOPCon 5.0电池和210R硅片，同

时叠加 SMBB/ZBB、间隙贴膜、双

层镀膜等行业领先技术，功率高达

670瓦，组件效率达24.8%，具有高

效美观、低热斑风险、高可靠性、高

发电量等优势；同时得益于优异的

低开压设计，有效降低土地、电缆、

逆变器支架的使用，具备更低BOS

成本及LCOE，可为客户带来更高

的发电收益，适用于集中式、分布式

等多种应用场景。

“稳中提质，进而有为。”陆川认

为，聚焦分布式资产及中小微客户，

发力运维、售电、虚拟电厂等服务型

业务，已成为正泰通往“明天”的核心

引擎。

“新能源+互联网”实现
削峰填谷

“中东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

中小微企业集中，需求总量可观，由

于服务缺失，大部分小微企业由国网

的售电公司托管，导致用电成本高，

服务响应慢，缺乏定制化解决方案。”

陆川在深入调研市场后表示，重服

务、重质量、提升响应速度，虚拟电厂

对民企比较有利。目前正泰安能管

理的户用光伏资产近50吉瓦，积极

创新整村集中汇流解决方案，通过集

约化设计、规模化施工与智慧运维，

全面助力代理商快速抢占乡村市场，

推动“政府规划、村民增收、企业盈

利”的乡村振兴模式落地。

与此同时，在正泰的积极推动

下，虚拟电厂等技术不断应用落地，

助力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

和经济性。目前，正泰新能源虚拟电

厂解决方案依托“新能源+互联网”

技术，通过对应用场景充分聚合优

化，灵活实现削峰填谷的功能，优化

运行控制和市场交易；正泰安能以

虚拟电厂和能源即服务为核心，构

建覆盖新能源投资、开发、建设、运

管、售电全生命周期的创新模式；泰

能电力园区绿色智能配电网解决方

案以源网荷储充一体化为核心，为

大中型经济开发区、小型工商业园

区及大型工业企业分别提供增量配

网、绿色微网和绿电直连解决方案

及投资运营服务，同步搭载虚拟电

厂与智慧能碳管理平台，保障电力

安全高效运行，助力用户降本减碳，

实现“双碳”目标。

上海光伏展：产业链持续创新，光储共绘零碳新图

日前，特变电工携9大系统

解决方案、53件核心产品亮相第

十八届（2025）国际太阳能光伏

与智慧能源（上海）大会暨展览

会。产品覆盖大型新能源电站、

工商业、户用、构网型储能系统等

全场景光伏解决方案，以及新能

源成套电力设备、电能质量、配电、

柔性直流输电装备等和系统解决

方案，以硬科技诠释新能源领域

“中国智造”的全球竞争力。图为

参观者聚集在特变电工展台。

张小宝 摄

本报讯 作为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军企

业，上能电气以“大时代·新构想”为主题，

携全场景构网型光储解决方案日前公开

亮相，通过地面光伏、大型储能、工商业光

伏、家庭智慧能源四大板块的创新成果，

向全球展示其以技术驱动零碳未来的决

心与实力。

在地面光伏领域，全新400千瓦+组

串式逆变器通过功率模块优化与结构创

新，完美适配超大功率组件组成的“大方

阵”系统；针对集中式电站场景，上能电气

发布2.4兆瓦模块化光伏逆变器。该产品

采用模块化架构，可灵活组合为4.8兆瓦

或9.6兆瓦解决方案，满足不同地形与容

量需求。

在大型储能系统领域，上能电气锚定

“6兆瓦+储能大时代”，以构网型技术为核

心，推出覆盖全功率段、全场景的储能解决

方案。首发的430千瓦/250千瓦组串式

PCS搭载“真液冷”散热系统，将舱内温差

控制在5K以内，显著提升设备稳定性与寿

命。上能电气第二代增强混动式构网技术

实现四大突破，该技术已全面应用于组串

式与集中式PCS，使储能系统具备主动支

撑电网、抑制频率波动的能力，为新型电力

系统提供“智能构网”新范式。

在工商业光伏领域，上能电气全系列

产品深度融合智能算法，并依靠专家级数

据库实现持续学习能力。包含50千瓦~

125千瓦主流功率段的多款产品和150千

瓦大容量组串式光伏逆变器新品，配备多

重安全防护体系为客户提供高效零碳的全

新用能体验。

在家庭智慧能源领域，上能电气以

“家电化设计+车规级安全”重塑户用能

源体验。展出的8千瓦~40千瓦光伏逆

变器与3千瓦~33千瓦光储逆变器采用极

简外观设计，可无缝融入家居环境；配套

的悦享SOLAR平台实现发电量和收益

等数据可视化、支持远程升级，确保系统

始终处于最佳状态。

从地面电站到家庭终端，从硬件升级

到软件赋能，上能电气通过“全场景构网技

术”实现能源产业链的深度覆盖。

（张小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