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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进入集中式与分布式发电全面发展阶段——

光伏行业还有哪些新玩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作为全球光伏第一大国作为全球光伏第一大国，，

我国光伏行业未来将把扩大规我国光伏行业未来将把扩大规

模放到次要位置模放到次要位置，，着力推动技着力推动技

术进步术进步、、降本增效降本增效。。同时同时，，要补要补

齐分布式光伏的发展短板齐分布式光伏的发展短板，，增增

加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和加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和

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研制适合分布式市研制适合分布式市

场的光伏产品场的光伏产品，，充分发挥分布充分发挥分布

式光伏发电自发自用式光伏发电自发自用、、安全环安全环

保保、、发电收益高的优势发电收益高的优势——

技术促转型 布局产业链

纺织服装业深耕海外市场
本报记者 郑 杨

近年来，我国纺织服装业坚持推进智能制造，不断布局海外市场，实现了行

业整体转型升级，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了不俗业绩。业内专家认为，未来纺织服装

行业的发展要从创新、绿色、开放等多方面着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企在澳大利亚展出新能源产品

今年以来，针对中国纺织品服装
的贸易壁垒案件频发，整个行业面临
的 形 势 相 比 往 年 同 期 更 为 严 峻 。 然
而，记者在刚刚结束的第 121 届广交会
上发现，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的推进、降税减负政策的落实以及行
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显现，绝大多数纺
织服装行业企业对未来保持国际竞争
力表示乐观。

2016 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约占全
球总出口的 37%，远超欧盟、印度、孟加
拉等出口方。利丰公司执行副总裁萨马
塔茨认为，中国纺织服装的产能“无人匹
敌”，中国在智能制造、自动化方面的转
型升级可以大大提升生产率，从而在与
低成本国家的竞争中，尤其在完成小批

量、快时尚、加工复杂、附加值高的订单
中取得优势。

美国时尚行业协会会长休斯表示，
中国仍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
美国市场最主要供应国的地位，美国大
采购商的主要采购策略为“中国+N”，其
采购组合为：自中国采购份额为 50%以
下，自越南及其他亚洲国家采购份额为
30%以下，自美国本土及美洲、非洲、欧
洲国家的采购份额为 10%以下。

在“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的影响
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走出
国门，到海外闯出一片天地。在广交会
上，享誉全国的服装企业红豆集团带来
了主打的男士西服系列产品，前来接洽
的欧美客户络绎不绝。据介绍，目前红

豆集团约三分之一的西装都采用国内供
应原材料、柬埔寨工厂生产的模式。关
税优势让柬埔寨生产模式越来越被欧美
客户所青睐。

主营床上用品的大津编物（无锡）有
限公司，将主要出口市场放在中东国
家。据介绍，2015 年该企业在开罗建了
工厂，拥有两条现代化生产线，每月可生
产 1200 吨产品，除满足埃及市场需求
外，还出口摩洛哥和土耳其市场。

广交会纺织商会有关负责人认为，
一些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纺织服装企业
已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企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到非洲种棉花、到
东南亚和南亚建加工基地和到新疆投资
工业园等都成为他们实现全球化布局的

主要选择。占全球 80%以上灰色棉线市
场份额的华孚色纺，近年来已将其灰色
棉线业务全部转移到新疆；上海纺织集
团则联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启动了

“苏丹新型纺织产业园”项目，打造
“棉花种植—轧花—纺纱—织布—染整
—家纺服装”等纺织产业链和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此外，还有更多企业正在抓
紧落实投资布局。

4 月 1 日，最新版生态纺织品检测
标准正式生效，对纺织品中有害化学
残留监管达到“史上最严”程度。在
跌宕起伏的市场竞争中，纺织服装行
业加速了转型升级，向着智能制造、
绿色环保方向发展。例如，孚日集团
加强技术创新和研发，推出了色纺纱
工艺和数码印花工艺产品，尤其是色
纺纱产品，以其环保、耐氯、低成本
等优势，深受市场欢迎。本届广交会
期间，孚日集团客流量明显增加，达
成成交意向 550 万美元。

广交会纺织商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十三五”期间，纺织服装行业应向着“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方向努力
前行。首先，要由“大”到“强”深度转型，
智能制造将是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其次，要以产业链整合为发展驱动，通过
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来提升企业的
综合竞争力。当前许多企业通过整合已
形成了明显的竞争优势。最终，自主品
牌的发展将决定着未来中国纺织服装再
创辉煌。

近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光伏盛会
SNEC 第十一届（2017）国际太阳能产
业及光伏工程展览会在上海落下帷幕。
展会上，在争相发布新品之余，“分布式”
成为各大厂商频频提起的词汇。不少业
内人士预计，在经历去年的大幅增长后，
分布式光伏即将迎来真正的爆发期，进
入集中式和分布式发电全面发展阶段的
中国光伏之路将越走越宽。

技术创新降本增效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34.54 吉
瓦，连续 4 年位居全球第一。“如果说

‘十二五’最主要任务是扩大规模，‘十
三 五 ’ 期 间 扩 大 规 模 会 放 到 次 要 位
置。”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司副调研员邢翼腾透露，下一步最主要
是推动技术进步、成本下降，扩大多元
化应用，降本增效，充分发挥国家补贴
的作用。

在国家大力推动光伏行业降本增效
的背景下，单晶技术凭借较高的发电效
率逐渐受到厂商热捧。本次展会上，保
利协鑫发布了新一代铸锭单晶 G3 硅片
产品，该产品基于保利协鑫最新的整锭
全单晶技术平台，批量生产的整锭单晶
硅片 G3 在常规工艺下的电池转换效率
可达 19.52%，具有“高产能、高效率、低
成本、低光衰”等多重优势。

隆基股份也发布了名为 Hi-MO2
的单晶产品，该产品具有高功率、高发电
量等亮点，该电池正面发电效率超过
21%；同时，背面采用了玻璃封装，实现
了双面受光、双面发电，背面可带来最高
25%的发电量增益，可为电站投资者带
来更高收益。

此前主要生产制造高效多晶组件的
晶科能源，本次展会也推出了市场上功
率最高的 PERC 高效单晶组件，其 N 型
双面组件通过背面吸收反射和散射光增
益，实际发电效率可提升 10%至 30%。

在单晶产品频频发力的同时，一些
厂商也在不断创新多晶产品的效能。“当
前，全球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仍面临低端
产能过剩问题，但高效及超高效产能始

终十分稀缺。”晋能科技总经理杨立友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为了缓解市场对高
效光伏产品的需求，晋能科技不断提升
多晶效率，降低制造成本，今年三季度有
望批量产出 280W 组件。随着金刚线技
术的普遍应用，多晶成本将进一步下降
5%至 8%。

分布式光伏前景广阔

自我国正式启动国内光伏市场以
来，一直致力于推动集中和分布式光伏
两个市场同步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分布式光伏发展严重滞后。直到去年，
这一市场格局开始出现改观。数据显
示，去年分布式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
比 2015年增长了 200%。

“目前中国光伏行业的市场结构和
市场布局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天合光
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高纪凡说，新
增市场重心从西部地区快速转移到了
中 东 部 地 区 ， 从 地 面 电 站 转 向 分 布
式，特别是去年 8 月份以后分布式项
目每月的并网量几乎占总项目并网量
的 50%左右。

《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指
出，到 2020 年底，国内太阳能发电装机
要达到 1.1 亿千瓦以上，其中分布式光
伏装机要达 6000 万千瓦以上，2016 年
底分布式累计装机仅为 1032 万千瓦。
这意味着，未来 4 年中，分布式光伏每年
都有超过 1000 万千瓦的市场规模。与
此同时，分布式光伏还拥有国家 20 年的
补贴支持，在集中式电站电价不断下调
和弃光限电的情况下，分布式优势明显。

基于此，在今年 SNEC 展会上，厂家
纷纷推出适合分布式市场的光伏产品。
晶科能源提出了超高可靠性的概念，新
推出的 6 款新组件产品高效、耐用、外形
美观，可应用于屋顶、围栏、渔光互补、农
光互补、农业大棚顶等建筑一体化和分
布式发电系统。“高效的特性尤其使得新
产品更适用于分布式电站。”晶科能源
CEO陈康平说。

由于一次装机规模较大的工商业屋
顶资源极为有限，一些企业则利用自身
优势另辟蹊径，建设多种形式的分布式

电站。通威集团作为全球最大水产养殖
企业和国内主要太阳能电池企业，创造
性地将两个主营业务结合起来，推进“渔
光一体”项目建设。

通威集团副总裁胡荣柱介绍说，以
江苏南通如东项目为例，一期建设的
10 兆瓦光伏电站，每年可发电约 1300
万千瓦时，后期 2720 亩全部建成后装
机总量可达 80 兆瓦。“上可发电，下可
养鱼”的“渔光一体”模式所带来的整
体发电收入和养殖收入，可以将用户综
合效益提高 10倍。

民用市场成重点

分布式光伏根据装机规模大小可以
分为工商业分布式、户用分布式，由于建
筑标准和质量等问题，我国符合安装光
伏电站要求的工商业屋顶仅占 20%，这
使得近两年对于屋顶资源的抢夺渐趋白
热化。与此同时，遍布于我国城郊和乡
村的户用屋顶则成为有待挖掘的富矿。

此次展会，天合光能、晶澳等主流厂
商不约而同地推出了家庭光伏电站系
统，并在展位的中心位置重点推介，前来
咨询的居民用户也是络绎不绝。为了进
一步满足家用光伏市场的客户需求，晶
澳将家用产品由单一的组件产品升级为
成套的家庭光伏发电系统，有效解决了

用户由于采用不同厂家的组件、逆变器、
配电箱等设备拼装电站而造成的匹配性
差、售后保障低、运维成本高、电站收益
低等问题。

“经过 20 年的发展，光伏发电成本
已经降至原来的 5%，已具备了走向千家
万户的条件。”高纪凡说，根据我们调查，
中国现有可装太阳能的户用屋顶 1.5 亿
户（处），按照每户装机 3 千瓦，总成本 3
万元计算，这是一个特别巨大的市场。
对于老百姓而言，在屋顶建一个光伏电
站，每年的回报率可以达到 15%左右，是
家庭增收的一条途径。

凭借着薄膜技术的独特优势，汉能
集团则在民用市场上走得更远。凭借不
断提升的技术能力，以及对移动用电解
决方案的巨大市场需求，汉能推出了面
向不同市场需求的薄膜太阳能发电纸、
发电包、发电背包、小型离网发电系统等
便携式薄膜太阳能产品。

“今年是分布式光伏市场的真正元
年，也是移动能源市场的真正元年，这个
市场的发展会比大家想象的要快很多。”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副总裁徐晓华认为，
随着能源互联网和移动能源的发展，过
去能源的集中供应形式会彻底改变。未
来，每一个建筑屋顶，每一辆车的车顶，
甚至每一辆自行车都可以发电，也可以
在电网上交易。

据新华社电 比亚迪、晶科等中国
新能源企业亮相 5 月 3 日至 4 日在墨尔
本举行的澳大利亚国际太阳能光伏展，
展示多款产品以开拓澳大利亚市场。

比亚迪此次展出的双面玻璃光伏
组件使用自主研发的双面玻璃技术，实
现了在发电功率、效率、产品寿命等方
面的大幅提升。比亚迪还展出了适合
澳大利亚市场的两款家用和商用储能
产品，既能为用户储存丰富的太阳能资

源，又能保证用电稳定。
参加活动的比亚迪工作人员表示，

比亚迪在澳发展情况良好，公司正积极
开拓澳光伏市场，努力拓展分销渠道，
推出一系列适合当地的产品。

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亚国际太阳能
光伏展，是澳大利亚最有影响力的专业
太阳能展览。澳大利亚光照资源排名
世界前列，充足的日照为其发展太阳能
提供了便利条件。

本报沈阳 5 月 9 日电 记者张允强、通讯员周军报道：
经过系列严格检验，5 月 8 日，全球首卷采用转炉—连铸—
热 轧 全 流 程 工 艺 路 线 生 产 的 超 高 强 度 、高 延 伸 率
TWIP1180HR 钢在鞍钢股份热轧带钢厂整装待运，不久该
钢卷将进入冲压试验阶段。

汽车轻量化成为当今汽车制造企业的现实选择，高强
度、塑性好的新一代汽车钢成为汽车产业绿色发展的首选
材料。孪晶诱导塑性钢（TWIP 钢）是新一代先进高强钢的
代表钢种，具有强度高、塑性好的特点，常用于车体安全结
构零部件、耐冲击零部件、底盘零部件等部位。

作为国内重要的汽车钢生产研发基地，鞍钢将 TWIP
系列用钢的研发列为关键课题，成立了由科研、生产、销售、
服务等单位组成的课题组，大力推进 TWIP 钢的研制开发
和市场推广。2012 年在国内率先破解了高强塑汽车用钢
TWIP980低成本、量产化技术难题。

从 2015 年开始，鞍钢课题组采用创新的转炉冶炼、连
铸和轧制技术反复试验，今年 4 月底成功轧制出 3.5 毫米厚
的 TWIP1180HR 钢。经检验，产品抗拉强度达 1200 兆
帕，延伸率达 60%以上，强塑积达 72000MPa%以上，性能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示范和引领了全球高锰系列先进高强
钢生产。

本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兖矿集团轻合金公司日前
表示，公司在铝合金钻杆项目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已率
先实现挤压性能合格的铝合金钻杆用变径管材工业化批量
生产。

铝合金钻杆项目由兖矿集团轻合金公司自主研发，目
前已实现两种合金四种规格杆体的试制及工业化批量生
产，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模具工装、挤压程序设计、
高精挤压工艺技术等。

兖矿集团副总经理赵增玉表示，铝合金钻杆项目是电
铝产业抢占铝型材市场制高点的重点项目。该项目的推
广，对于建设国际一流铝型材生产基地，构建循环经济模
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报青岛 5 月 9 日电 记者刘成报道：5 月 7 日，由山
东省青岛市政府、李沧区政府和袁隆平院士、国家杂交水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建的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揭牌。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担任中心主任，将带领研发团
队开展耐盐碱水稻育种及盐碱地稻作改良研究等，培育高
产且适宜推广种植的高产海水稻品种。

据悉，该中心总部位于青岛市李沧区国际院士港，海水
稻研发实验基地位于李沧区白泥地公园，占地 40 亩，实验
室面积 4200平方米，实验田块 12个。

袁隆平院士表示，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目标是在 3 年
内打造耐盐碱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海水稻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研发中心设立耐盐碱水稻育种及盐碱地稻作改
良研究、第三代遗传工程不育系杂交水稻技术和稻米品质
与食味研究三个研发方向，力求 3 年内水稻亩产量达到
300公斤。

目前，在耐盐碱水稻育种及盐碱地稻作改良研究方面，
该中心已承办第一届海水稻国际论坛，发起成立了国家海
水稻产业联盟，牵头制定国家耐盐碱水稻区试标准，目标是
在 5 年至 10 年内利用稻作改良技术改造盐碱地和滩涂，为
我国增加 1亿亩良田，每年多增加 300亿公斤粮食。

目前，在第三代遗传工程不育系杂交水稻技术领域，已
全面开展不育系改良和全面配组工作，第三代技术将面向
全球 30 亿亩稻田，开展国际育种协作，争取在 5 年至 10 年
内实现 10亿亩以上的“中国造”杂交水稻技术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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