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的“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11月初，在位于合肥市庐阳经开区的大恒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恒能源”）的智能光伏组件

生产车间里，记者看到，伴随着各种智能设备的焊接、排版、层压、装框……仅需18秒，一块表面光滑的组

件就“出生”了。据了解，这里每天可生产1万余块全面屏组件，被输送至全球市场。这只是安徽诸多光伏

企业中的一家，安徽的光伏产业正在快跑向前。 记者 祝亮 通讯员 赵明 李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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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合肥庐阳经济开发区大恒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加紧生产太阳能光伏

组件及储能设备。（组图）

光伏“新势力”在安徽茁壮成长

“光伏组件常年在户外运行，组件底部积灰会导致大量

发电损失，困扰行业多年。”大恒能源总经理卞崇磊介绍，

而大恒能源全面屏光伏组件因其正面无边框的设计，解决

了行业痛点，有效实现组件自清洁、不积灰、多发电。经测

算，这款光伏组件年发电量较常规组件提升了6%～15%。

“Solar unit组逆一体化光伏系统”是大恒能源的另一

款创新产品。一般来说，全面屏组件产生的是直流电，需

要将组件产生的直流电转化为符合并网电能质量要求的

交流电。用户购买了全面屏组件后，还需要采购微型逆

变器，这是一种能够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的装置。

而大恒能源生产的“Solar unit组逆一体化光伏系统”，

在出厂时，就将全面屏组件与微型逆变器集成装配，使得

整个电站的安装十分便捷。

据介绍，大恒能源自主研发、生产的创新型“Solar unit

组逆一体化光伏系统”，远销巴西、墨西哥、德国、荷兰等

120多个国家与地区，出口占比60%。

随着追“光”加速，目前，合肥已集聚光伏及新能源企

业 100 余家，从业人员超 2.5 万人。2022 年，实现产值

1107亿元，增长117.5%，总量居全国城市第6位。电池

片、组件、逆变器出货量分别为12GW、27GW、75GW，占全

国的4.3%、10.8%、70%。

合肥三四成用电来自光伏
已成名副其实“光伏第一城”

有产，也有用。11月底，在位于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

的“渔光互补”光伏电站正式送电，成为合肥地区规模最

大的集中式光伏电站。

据了解，利用花岗镇四合社区和合丰社区的2890.48

亩水塘、低洼水坑等资源，当地建设了集24万块光伏面

板、总容量达12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电站。据统计，站

点年均太阳能利用小时数达1000小时以上，预计年发电

量将达1.7亿千瓦时以上；与同发电量火电厂相比，年均

节约标准煤约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万吨以上。

据光伏电站项目建设负责人袁家圣介绍，花岗镇“渔

光互补”光伏电站实现空间立体复用，同时兼顾发电和渔

业养殖，将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当地农民收入

和就业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地首个投产的储能

光伏电站，项目采取全额上网模式，配置15.6MW/31.2MW

时容量储能系统，投运后将进一步优化肥西县电网网架

结构，提升用电高峰期间电网运行可靠率。

作为全国著名的“光伏第一城”，合肥市坚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通过在全国率先推

出光伏补贴政策，首创光伏下乡扶贫等一系列举措支撑，

光伏产业发展全面开花。截至今年10月底，合肥地区光伏

并网总容量达3359.97MW，位列全国省会城市首位。

11月8日中午12时，合肥地区光伏发电出力达209.66

万KW，约占实时全市总负荷505万KW的41.5%。为充分

保障新能源平稳消纳，合肥供电公司今年升级打造全国首

个“5G+量子”虚拟电厂系统，累计接入光伏电站、电动汽车

充电站、商业楼宇等负荷约89万KW，占比超合肥电网夏季

降温负荷400万KW两成，实现多种能源互联互动。

安徽光伏产业迈入全国前列
2025年“剑指”5000亿

来自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的数据显示，2019～2022

年，全省光伏制造业年营业收入分别实现406.6亿元、648

亿元、882.8亿元和1954.9亿元，年均增长超60%，2022年

营业收入规模位居全国第四位。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光

伏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2101.9亿元，同比增长79%，已超

过2022年全年规模。

“近年来，我省依托石英砂资源优势和出口较为便利区

位优势，培育了光伏玻璃、电池片、组件、逆变器等产业链

优势环节。2022年，全省光伏玻璃产量达826万吨，占全国

比重达 51.4%；全省光伏电池片产能约 48GW，产量超

28GW，占全国比重约8.6%；光伏组件产能约97GW，产量约

66GW，占全国比重约22.5%；光伏逆变器出货量达83GW，

占全球30%左右，位居全球前列。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光伏

电池、组件产量分别实现51GW、79GW，占全国比重由2022

年底的8.6%和22.5%分别上升到14.1%和24.1%。”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冯克金介绍说：“近年来，

我省大力招引全球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领域龙头企

业，全球出货量排名前十的企业中，已有7家光伏玻璃

企业、4 家光伏电池片企业、5 家光伏组件企业、2 家光

伏逆变器企业、1家储能电池企业和1家储能系统集成

企业在我省布局发展。同时，阳光电源、国轩高科、华

晟新能源等一批本土企业加速成长，全省现有先进光

伏和新型储能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9

家，上市企业4家。”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高质

量发展，省委、省政府成立高规格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

业集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出台了《关于强化创新引

领推动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明确到2025年，力争全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

业营业收入超 5000 亿元；到 2027 年，力争营业收入超

7500亿元，培育1-2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先进

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成为我省重要支柱产业。围绕这一

目标，我省要重点组织实施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锻长补

短、产业层级提升、产业生态优化、海外市场拓展、应用牵

引场景示范、规范有序发展等七项行动。”

屋顶上的光伏发电设备，合肥光伏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向“光”而行 安徽光伏产业发展开启“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