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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

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 要大力发展风

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积极发展水

电，安全发展核电，开发利用页岩气、

煤层气， 要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

兴的支柱产业。

2015年，全球最大的光伏应用市

场在中国, 同时核电也拉开了重启大

幕，有观点认为核电发展获政府力挺

势在必行。

“我国从光伏制造大国向光伏应

用大国的转变，其中最大的功劳当归

技术进步。 ”全国政协委员、协鑫(集

团)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共山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这

样讲道。

呼吁推进新技术

更快实现市场化

中国光伏制造业已经连续数年

在世界上占据了大半江山。 不过，有

观点认为光伏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是

靠技术创新，而中国光伏技术明显落

后于国外。

对此，朱共山告诉记者，目前相

较于中国其他产业而言，光伏产业的

技术水平并不是落后于国外，而是走

在世界的前列。

“从材料端来看，我们已经掌握

了太阳能级多晶硅材料的颗粒硅技

术，烷流化床、硅烷气等技术都已经

投入应用， 正在稳步提升产量和品

质，这些技术创新成果填补了国内空

白，追上了世界最前沿的脚步。 ”朱共

山介绍说，在下游应用端，我们的部

分技术也优于国外同行。

“虽然在长晶方面我们与美国的

技术还有差距，但我们已经在迎头赶

上， 而且很短时间内就会实现量产，

达到规模化，目标是实现 23%—25%

的超高效率。 ”朱共山坦言，“现在协

鑫的技术路线都调到了超高效，未来

将把一般晶体的技术完全淘汰，取而

代之的是走高端路线。 ”

在电池转换效率方面，中国内地

产品比台湾地区和美国产品性价比

更高。 朱共山表示，“单纯从技术路线

上讲， 他们的确有一些技术高于我

们。 但是从我们目前研发技术的性价

比来看，硅料成本低、晶体转换效率

高，系统能够实现和核电、风电的价

格接近， 目前全球能达到这一水平

的，只有中国光伏行业中的一些优秀

公司。 ”

因此，朱共山希望国家能源局和

相关部委进一步鼓励科技创新，并对

既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又具有应用市

场的企业，在光伏应用市场指标上给

予优先倾斜，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

面给予支持。 从行业整体发展看，朱

共山建议，国家在为企业搭建科研平

台的同时也更需要成立评审部门，完

善和强化评审，推进新技术更快实现

市场化。

核电“走出去”

要有自主品牌

我国能源正处于战略转型关键

时期，实现对外的碳减排承诺、对内

的大气环境改善，核电必将是我国未

来清洁能源构成中重要一环。

全国政协委员、原子能院院长万

钢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核电是清洁高效的能源，中国发

展核电是现实选择。

按照现在能源发展需求， 我国

2050 年核电发展估计要到 4 亿千瓦，

据已经公布的 2020 年的我国核电发

展规划， 核电装机容量达到 5800 万

千瓦，在建为 3000 万千瓦。“现在建

成的只有 20 多座， 在建的有 20 多

座，目前若不加快核电审批，实际已

经来不及完成规划目标”。

万钢表示，虽然世界核电发展受

到日本福岛核事故影响，但是中国应

该加快核电发展， 未来一段时间，中

国是核电最大市场，也是中国核电最

忙的时候，因此，国家应该加快核电

审批。

同时，核电将带动核电相关企业

发展。 万钢称，发展核电不但能带动

其中的建筑施工企业，还有核电的设

备制造企业，还能带动很多相关产业

发展，促进中央和地方经济发展。

万钢坦言，很多人担心核电的安

全性。 首先，核电的安全性是完全能

够保证的。 其次，核电的安全要依靠

技术的创新和设备的质量管理来保

证。“核电安全从技术上要求是非常

严格的，对整个质量控制也是非常严

格的，这对企业技术进步和管理体制

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核电是有

利促进我国制造业走入科学高效的

发展轨道，以高技术、高质量创造核

能品牌。

进入 2015 年，不断传出核电“走

出去”的好消息。 万钢认为，核电“走

出去”已成为国家战略，只有“走出

去”，才能称得上是核电的强国，实现

从核电大国到核电强国的跃升。“要

成为核电的强国，必须有自己的核电

品牌，要有自主的核电品牌”。

吴明 张晓梅 张骅

本报记者 陈玮英

中国迎清洁能源大时代

光伏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传统玻璃、水泥市场产能过剩、产品单一的严峻形势

挑战下，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蚌埠院）在普遍

中找特殊、在共性中找个性，以技术创新抢市场、以市场创新

保增长、以改革创新激活力，积极向制造服务业转型，打造工

程服务转型发展的升级版。 ”3月 8日，全国人大代表、蚌埠玻

璃工业设计研究院院长彭寿透露， 随着华光 550吨全氧生产

线生产出高档超白玻璃、350 吨普通燃煤浮法生产线成功生

产出高白玻璃，开创了中国传统玻璃行业转型发展的先河。

作为技术性的工作服务性机构， 蚌埠院一直将“产品升

级、产线改造、节能减排”作为发展的重要战略，实施推进产品

差异化，实现传统玻璃向高端玻璃、电子玻璃转型。 2014 年，

蚌埠院合并业务收入突破 120亿元， 利润总额突破 10亿元，

名列安徽省百强企业第 27位，全国勘查设计行业工程总承包

企业前 10名。

在科技创新上， 以浮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核

心，完善研究管理制度，开展行业共性、关键和前瞻性技术研

究开发，推进原始创新与集成创新融合。完成了开放基金课题

的发布和立项工作， 广泛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知名专家进行

学术交流数十次。

说起科技创新成果，彭寿如数家珍：国家“973”计划项

目———电子信息用高碱铝硅酸盐浮法玻璃熔制基础研究，取

得突破性进展，为高世代 TFT生产线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离线 Low-E 玻璃示范线建设与镀膜

设备关键部件研究”通过验收，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水泥、墙材窑炉大气污染物治理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顺利启动。“解毒铬渣的资源化再利用

工程技术研究”通过验收。 2014年，获得建材行业科技进步一

等奖 1项（总分排名第一）、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蚌埠

市自主创新特别贡献奖 1项。全国优秀工程总承包银奖 1项，

行业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6项、二等奖 5项，工程类获奖数占

行业近八成。获得授权专利 345项，其中发明专利 34项。主编

国家标准 8 项，行业标准 14 项。 完成 50万字《球形玻璃质材

料》专著撰写。 旗下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全覆盖。

彭寿称，2014 年，蚌埠院在改革改制方面先行先试，一是

加快推进科研院所的改制;二是推行混合所有制;三是探索科

技人员持股,实行市场化运作，进一步激发活力。

技术创新

向国际化转型

全国人大代表、蚌埠玻璃工业

设计研究院院长彭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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