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经济样本观察·企业样本篇

追光逐新———光伏独角兽华晟新能源的成长故事

开栏的话：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也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视角。 透过许许多多的企业，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也能够看到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和巨大潜力。 即日起，新华社推出“中国经济样本观察·企业样本篇”系列报道，选取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企业，讲述中国企业在压力挑战下开拓创新、转型升级、坚韧奋进的鲜活故事，展现中国企业在市场潮涌中奋勇拼搏的底气锐气和光明前景。

●新华社记者 杨玉华、王菲、吴慧珺

在奔涌的创新浪潮中，这是一朵小小的浪花，面对激流奋勇前进，成立短短4年，跃升为全球最年轻的光伏独角兽企业。

在宏阔的中国制造版图上，这是一块或许还不特别起眼的拼图，却标记出一个产业的新征程：实现下一代光伏技术产业化，高效异质结光伏电池及组件出货量和产能均居全球第一。

浪起于微 澜。 2024年，光 伏行业 经历下行 周期，总 部位于 安徽宣 城的华晟 新能源 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异军 突起，订 单增长 、产能饱满 、销售畅 旺…… 行业凛 冬中，华晟 何以在 成长中 突围？

在坚持中完成“惊险一跃”

2024年9月6日，上海浦东，一场关于光伏新能源的行业交流会座无虚席。 时已入秋，窗外阳光依然灼热，如同现场热烈的讨论氛围。 交流中，人们将更多的焦点投向了华晟，这个全球最年轻的光伏独角兽企业。

4年时间，估值130亿元，跻身全球光伏一级组件制造商名录。 华晟犹如一匹跃然而出的黑马，在光伏行业的寒冬中，引人注目又引发追问：为什么是华晟？

时光倒流，问号拉直。

2020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北京一公园内，一群人聚在一起，时而窃窃低语，时而高声争论。

“有了那晚的选择，才有了今天。 ”华晟董事长徐晓华回忆起“公园会议”的豪迈，眼里依然闪耀着光。 那晚，创业团队几经争论，最终选择不做跟随者，要做新产业的开创者。

那时，光伏行业爆火，市场上主流技术路线产业化规模大、投资回报高，是入行的热门选项，资本蜂拥而上，投产能赚快钱。 华晟却放弃眼前的财富，要走一条新路：选择做下一代异质结光伏电池。

“异质结技术国外摸索了30年，很多都折戟沉沙，一家初创企业凭什么？ ”

“放着容易的钱不赚，非要做龙头企业都望而却步的事，太傻！ ”

……

面对质疑、不解，曾在光伏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的徐晓华坚信，异质结是突破光伏效率的颠覆性技术。

“用 新 技 术 找 增 量 ， 虽 难 ， 却 是 一 条 正 确 的 路 。 ”

从技术到产业面临“惊险一跃” 。 创业之初，华晟便遭遇“当头一棒” 。

异质结光伏电池样品下线，几近废品，因为出现致命的光衰减现象，降低了发电效能，也让这一技术路线面临夭折风险。

“事关企业生死，那段时间彻夜难眠。 ”回忆当时，华晟首席科学家王文静感慨万千，“我们就像驶入深邃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前途是一片未知的宇宙。 ”

没有现成答案，就从源头摸索。 技术团队找到一种紫外线吸收剂，解决了光衰减问题，但组件功率下降的新问题又冒出来。 情急之下，王文静想起读研时听说过的一种光转化材料，但这一材料在光伏行业从未用过。

“没人用，我们试！ ”在与材料供应商反复磨合后，终于攻关出全新的光转化材料，不仅解决了光衰减这一致命难题，电池功率还更高。

一次次峰回路转，一次次化危为机。 4年里，华晟始终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

选择异质结技术，没有先例可循。 所有的产线设备、生产工艺甚至物料供应都要重构。

“几乎每天都要蹲守到凌晨，将设备拆了，根据新工艺要求一点点改进优化再调试，如果不行，再拆解再优化……”华晟工程师孔文涛至今记得，产线建设之初，即使在恒温24摄氏度的厂房里，他和同事们每天的工装都是湿透的。

一期、二期、6个月、9个月……创业前两年，一边不停投钱投人、改设备改工艺，一边还要说服客户接受尚属“小众”的异质结新品，寻找订单活下去。 最难时，华晟账上的流动资金捉襟见肘，公司内部议论纷纷，甚至有人提议，不如趁早放弃，转向能赚钱的主流技术路线。

“这个世界除了满足我们基本生活的物质外，总有一些梦想值得我们去坚持。 ”华晟的生产车间，蓝底白字的宣传标语格外醒目。

“晟，意为阳光，也代表日积一功。 面对一个个困难，我们没有放弃，一次次克服，直到现在，未来亦然！ ”徐晓华说。

安徽合肥，全球单体产能最大的异质结光伏电池及组件一体化工厂，工业机器人将一个个硅片投送到一架白色机器的腔体，经过绵延的智能化流水线，状如手机大小、薄如纸片的光伏电池片便下线了。

“异质结生产设备从无到有，如今已经全部实现国产化。 ”徐晓华拍拍眼前的这些“大家伙” ，话语中不无自豪。

“坚持瞄准异质结赛道，通过技术和工艺的持续创新，我们的异质结电池单片效率2021年就一举追平了世界纪录，如今量产平均效率又再次有了大的提升。 ”华晟电池事业部负责人余义说，严峻的竞争形势下，公司在行业寒冬中迎来春天，今年的订单量逆势实现翻番。

在创新努力中穿越周期

2024年，是光伏行业优胜劣汰的洗牌之年。 对华晟而言，却是进入盈利周期的转折之年。

面对行业的大浪淘沙，华晟选择的技术路线优势日益凸显。 2023年，华晟破局国内市场，并迅速扩产，大理、合肥、无锡等基地相继上马，公司一跃成为异质结领域垂直一体化龙头企业，产销量居全球第一。 全球最年轻光伏独角兽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异质结行业进入工信部光伏行业目录规范的企业等荣誉接踵而至。

华晟并不敢稍有懈怠。 光伏行业快速的技术迭代和激烈的市场竞逐如同高悬头顶的一把利剑，驱动华晟不停思考如何降低成本、持续保持技术优势。

控制硅片的薄度，是异质结电池降本增效的关键。

传统光伏行业认为，硅片薄度在130微米左右就很难再有突破。

通过深入研究，徐晓华的技术团队惊喜地发现，采取一种新的工艺，硅片可以减薄至100微米以内，这样既可以节约成本，还有助于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

前景是美好的，但市场上的硅片厂家无一能满足华晟的需求。

“找不到厂家供货，就自己干！ ”华晟索性自建硅片产线，改造设备、创新工艺、不停迭代……经过上百次验证，最终做出薄度达100微米的超薄硅片，仅此一项，材料成本就可节约23%。

步入华晟的产品展厅，智能制造管理平台上跳动着的数字实时显示生产车间的运转情况；大屏幕反复播放着以“喜马拉雅”“珠峰”命名的各类产品介绍，这样的命名喻意华晟人不断超越自我、立志攀登行业顶峰的抱负。

“我们做的是一个开创性的产业，当前面没有参照物时，追求物理极限的创新，就是引领我们的方向。 ”徐晓华自称“技术控” ，也坚信跨越周期最大的武器是相信技术、坚持创新。

迎接新的产业变革，靠单个企业独木难支。

自动化产线上，刚“出生”的电池片闪耀着洁净耀眼的蓝色光芒，一根根银色栅线纵横排布，仿佛电池的“毛细血管” 。

“‘毛细血管’品质越好，导电性越好，发电效率就越高。 ”余义指着电池片上纵横的银线解释道，制造银线的银浆材料及印刷工艺均源自国外，一度被卡脖子。

能不能找到替代材料和新工艺？ 华晟想到了一群人。

华晟董事长技术助理周肃的手机里有个热闹的微信群，群里活跃着370多位来自高校、科研机构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这是华晟发起建立的异质结技术产业化协同创新平台，除了线上随时讨论分享新技术，每个季度还会举办线下会议，开展技术研讨和对接。

在这个平台上，华晟找到了创新攀高的伙伴。

“我们与华晟携手，采用导电性能接近的铜与银浆配比，实现成本大幅缩减。 ”苏州思尔维纳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孟祥浩说，今年7月，思尔维提供的银包铜浆料交付华晟投入量产使用。

成立4年来，华晟把自己变成一个实验室，针对异质结产业化过程中的各种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一次次地开展验证和应用，不遗余力地推动关键设备和材料的国产化。

目前，在华晟验证的新材料、新技术数量超过43项，其中35项已在行业推广。

安徽宣城，一座山清水秀的皖南城市，也是华晟总部所在地。 在这里，以华晟为龙头，集聚着产业链上下游50余家企业，2023年光伏产业产值近300亿元。 华晟总部附近，当地政府立起的“中国异质结光伏之都”标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在出海中开拓“蓝海”

阳光洒向保加利亚南部城市帕扎尔吉克，大片光伏板熠熠生辉，为该市源源不断供应清洁电力。

这一总计650兆瓦的太阳能园区使用的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组件，全部产自万里之外的华晟，这也是目前海外最大的采用异质结技术的太阳能园区。

全球能源转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期，大规模发展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是更多国家实现能源自主和减碳目标的选项。

成立4年来，华晟的海外市场出货量一直保持增长势头，得益于异质结的技术路线优势，华晟从产品出海走向技术出海，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商找到华晟，希望引进华晟的技术。

2024年8月，飞机降落在阿布扎比的扎耶德国际机场，尽管已是夜晚，合作伙伴仍在等待着徐晓华一行。

中 东 日 照 旺 盛 ， 是 一 片 光 伏 市 场 的 “蓝 海 ” 。 此 行 ， 徐 晓 华 除 了 拜 访 海 外 的 销 售 商 ， 还 将 与 合 作 伙 伴 一 起 考 察 投 资 建 厂 事 宜 ， 洽 谈 日 程 排 得 满 满 当 当 。

“新兴市场国家也在谋求绿色转型，不仅有快速增长的清洁能源需求，而且投资建厂、技术服务的需求强烈。 ”华晟中东及非洲业务的销售负责人说，华晟已经接到多国合作伙伴抛来的橄榄枝，希望通过合作，为这些国家的异质结组件厂提供异质结电池供应和异质结组件技术服务。

“海外是远比国内更大的市场，走出去是必选项。 ”徐晓华认为，今天中国企业出海也是入海，既要国际化也要本土化，只有做当地发展的助力者和共赢者，企业和产业才能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走得稳、走得远。 目前，华晟在海外的销售合作伙伴遍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华晟人眼里，未来的能源竞争不仅是资源的竞争，而且是技术的竞争。 让光伏成为便宜又可靠的绿色能源，用技术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的手中，这是华晟人的理想，也是一代代中国光伏人的追求。

华晟的实 验室里 ，研究人 员步履不 停 ，又在 全力攻 关异质 结叠层钙 钛矿的 下一代 技术。 目前 ，华晟累 计投入 研发资 金超 4亿元 ，申请专 利 310余项 ，其中发 明专利 138项 、国际专 利申请 17项 ，公司已 集结异 质结高 精尖人 才超过 400人 。

日出光芒，泽被万物。 追光前行，是人类致力清洁能源的坚定姿势，也是华晟人不懈奔跑的身影。

2024年初，在一次公司会议上，徐晓华毫不讳言，今年整个光伏行业都会很难。 “但几年之后，我们回头再看今年，一定会感谢这么大的挑战、这么大的困难，因为通过打赢这一场硬仗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成为一家真正的好公司。 ”（新华社合肥9月19日电）

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 轨道交通企业抢抓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李梦扬

近日，上交所举办2024年轨道交通行业专场

集体路演，京沪高铁、今创集团、威奥股份、广脉科

技4家公司参加。 参会企业主要围绕行业发展趋

势、公司经营情况、创新成果转化、绿色低碳发展

等主题进行介绍，并详细解答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轨道交通市场总体呈现

出上升态势， 主要体现在运营线路的稳定增长、维

保更替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智慧化建设的推进上。

轨道交通行业迈入新周期

国内轨道交通市场自2023年以来逐步迎来

拐点，景气度持续提升。 业绩方面，2024年上半

年，A股65家轨道交通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

入3176.12亿元，净利润374.30亿元；超六成公司

营业收入实现增长，近九成公司实现盈利，超四

成公司实现盈利增长。

京沪高铁董事会秘书赵非表示，2024年上

半年，京沪高铁本线创造了日开行列车711列、日

运送旅客92万人次的历史最高纪录，实现营业收

入208.62亿元、同比增长8.21%，实现归母净利润

63.57亿元、同比增长23.77%。“2024年上半年，

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深

入研究客流变化规律， 不断提高客运服务水平，

全力保障运输安全稳定，坚持以高质量服务供给

促进和带动消费。 ”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

旅客20.96亿人次，旅客周转量完成7779.52亿人

公里，同比分别增长18.4%、14.1%，全国铁路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3373亿元，同比增长10.6%。

“从当前行业数据来看，得益于国家战略的

部署和经济复苏后旺盛的出行需求，国内轨道交

通市场逐步迈入景气度提升的新周期。 ”今创集

团董事、总经理戈耀红表示，展望未来，铁路投资

的积极性将带动设备新造市场的回暖。 同时，现

有的轨道交通设备根据维保周期来算，正陆续进

入更新换代生命周期， 将催生大量维保更换需

求。 新增与维保替换需求共振，为整个市场带来

了多重机遇。

根据今创集团半年报，2024年上半年公司

实现了营业收入与利润的双增长，其中，实现营

业收入19.62亿元，同比增长12.99%，实现归母净

利润1.47亿元，同比增长25.70%。

谈及国际市场业务，戈耀红透露，公司上半

年新开发了部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客户，并

持续加深与原有客户的合作，向部分客户新增了

供货范围。后续，公司将持续强化服务网络，为客

户提供当地仓储服务。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轨交行业景气度持续提

升，行业信息化升级改造带动下的相关产业链公

司有望从中受益。 以广脉科技为例，2024年上半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3亿元， 同比增长

20.80%； 归母净利润1373.50万元， 同比增长

33.71%。 其中，上半年公司高铁信息化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73.13%。

对此，广脉科技董事长、总经理赵国民表示，

公司从2015年开始经营高铁公网覆盖业务，通

过全国业务布局与业务线专业管理，深耕高铁行

业领域， 未来在发展高铁公网覆盖业务的同时，

也将向高铁专网、信息化集成及铁路相关产品业

务方向发展。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近年来，轨道交通行业上市公司持续加大研

发投入力度，促进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赋能

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戈耀红介绍，全球“双碳” 战略推进和全球

绿色能源转型不断加速，推动产业发展形成新格

局，新业态竞争态势日益凸显，加快发展先进轨

道交通装备已成为全球共识，世界各国都开始推

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在城市

轨道交通中的应用。 在此背景下，我国不断推动

产业链开展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轨道交通

建设和管理运营正在向着智慧低碳、多元融合的

方向发展。

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轨道交通行业上

市公司研发费用合计101.97亿元， 同比增长

18.78%。 其中，有9家公司上半年研发费用迈入

亿元大关。

“公司紧盯铁路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围绕

公司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需求，以保障运输

安全、提升经营效益为目标，充分发挥科技创新

在公司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开展人工

智能、无人机检测等前沿技术研究，不断提升公

司科研创新实力。 ” 京沪高铁表示，公司持续推

进科研成果转化，大力实施京沪高铁标准示范线

智能化提升项目，重点推进智能综合运维管理系

统在全线及子公司管内的落地应用，有效提升京

沪高铁智能化管理水平。

“公司积极拓展新业务，中标杭州西湖大学

GPU集群计算系统和IB高速网络设备及集成项

目，切入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及服务领域。 ”广脉

科技董秘王欢透露， 公司不断加大产品研发力

度，以服务驱动产品，铁路视频监控系统智能运

维平台、铁路智能视频控制箱等铁路信息化相关

产品相继推出并获取订单，更多战略产品正在研

发及测试验证，公司始终坚定地朝着“服务+产

品” 一体化战略目标前行。

根据今创集团半年报，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

达9168.19万元，同比增长18.04%。今创集团表示，

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 建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轨道车辆内

饰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

公司技术中心坚持自主研发与产学研相结合的方

式，打造轨道交通装备综合性创新研发平台。公司

在轨道交通制造行业的先进技术研发能力也为公

司开拓相关制造类业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持续探索绿色低碳发展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将“交通

运输绿色低碳行动”作为重点任务。 轨道交通对

于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轨道交通的绿色低碳运行，是实现“推动运

输工具装备低碳转型、构建绿色高效交通运输体

系”战略目标的关键之一。

今创集团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高锋表示，

公司持续推行绿智管理，持续开发和完善“今创

智慧管理平台” ，落实数字化营销、数字化设计、

数字化工艺、柔性敏捷制造、数字化供应链管理

和数字化质量管理，全流程协同挖潜增效；坚持

“低碳连接世界、绿色畅达未来” 的发展方针，践

行绿色发展和低碳战略，贯彻以“碳排查”“碳

足迹” 以及“能源管理” 为核心的碳管理体系，

构建成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运营体系。

“公司通过集成技术创新变革， 加速成果转

化，推动产业升级。 ”威奥股份董秘赵婷婷表示，

2024年上半年度， 公司在轨交领域重点参与了

CR450高速动车组项目，产品涉及商务座椅、卫生

间及水箱、玻璃钢外饰件、遮阳帘、裙板等多个模

块。 同时公司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产品设计

阶段融入绿色、环保元素，优先选用环保材料和工

艺，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努力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

“京沪高铁坚持环境保护工作，强化顶层设

计，聚焦‘汽、水、电、绿、碳’ 等方面不断完善环

境管理体系建设，管控环境风险。 京沪高铁作为

‘绿色’ 的交通基础设施，为沿线地区增添了一

道林木葱郁、繁花似锦的绿色生态‘长龙’ 。公司

根据途经的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绿化树种选择

模式， 以表现各地区域的人文特色和自然景

观。 ”京沪高铁在半年报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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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样本观察·企业样本篇

追光逐新———光伏独角兽华晟新能源的成长故事

开栏的话：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

也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视

角。透过许许多多的企业，可以

看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和机遇， 也能够看到高质量发

展的蓬勃活力和巨大潜力。 即

日起，新华社推出“中国经济

样本观察·企业样本篇” 系列

报道， 选取不同领域不同类型

的企业， 讲述中国企业在压力

挑战下开拓创新、转型升级、坚

韧奋进的鲜活故事， 展现中国

企业在市场潮涌中奋勇拼搏的

底气锐气和光明前景。

在出海中开拓“蓝海”

阳光洒向保加利亚南部城市帕扎

尔吉克，大片光伏板熠熠生辉，为该市

源源不断供应清洁电力。

这一总计650兆瓦的太阳能园区使

用的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组件，全部产自

万里之外的华晟，这也是目前海外最大

的采用异质结技术的太阳能园区。

全球能源转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

机遇期，大规模发展以光伏为代表的可

再生能源，是更多国家实现能源自主和

减碳目标的选项。

成立4年来， 华晟的海外市场出货

量一直保持增长势头，得益于异质结的

技术路线优势，华晟从产品出海走向技

术出海，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商找到华

晟，希望引进华晟的技术。

2024年8月，飞机降落在阿布扎比

的扎耶德国际机场， 尽管已是夜晚，合

作伙伴仍在等待着徐晓华一行。

中东日照旺盛， 是一片光伏市场

的“蓝海” 。 此行，徐晓华除了拜访海

外的销售商， 还将与合作伙伴一起考

察投资建厂事宜， 洽谈日程排得满满

当当。

“新兴市场国家也在谋求绿色转

型， 不仅有快速增长的清洁能源需求，

而且投资建厂、 技术服务的需求强

烈。 ” 华晟中东及非洲业务的销售负责

人说，华晟已经接到多国合作伙伴抛来

的橄榄枝，希望通过合作，为这些国家

的异质结组件厂提供异质结电池供应

和异质结组件技术服务。

“海外是远比国内更大的市场，走

出去是必选项。 ” 徐晓华认为，今天中

国企业出海也是入海，既要国际化也要

本土化，只有做当地发展的助力者和共

赢者，企业和产业才能在更广阔的空间

中走得稳、走得远。目前，华晟在海外的

销售合作伙伴遍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华晟人眼里，未来的能源竞争不

仅是资源的竞争， 而且是技术的竞争。

让光伏成为便宜又可靠的绿色能源，用

技术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的手中，这

是华晟人的理想，也是一代代中国光伏

人的追求。

华晟的实验室里， 研究人员步履

不停， 又在全力攻关异质结叠层钙钛

矿的下一代技术。 目前，华晟累计投入

研发资金超4亿元，申请专利310余项，

其中发明专利138项、国际专利申请17

项， 公司已集结异质结高精尖人才超

过400人。

日出光芒，泽被万物。追光前行，是

人类致力清洁能源的坚定姿势，也是华

晟人不懈奔跑的身影。

2024年初，在一次公司会议上，徐

晓华毫不讳言，今年整个光伏行业都会

很难。 “但几年之后，我们回头再看今

年，一定会感谢这么大的挑战、这么大

的困难，因为通过打赢这一场硬仗让我

们成长， 让我们成为一家真正的好公

司。 ”（新华社合肥9月19日电）

在奔涌的创新浪潮中， 这是一朵小小的浪

花，面对激流奋勇前进，成立短短4年，跃升为全

球最年轻的光伏独角兽企业。

在宏阔的中国制造版图上，这是一块或许还

不特别起眼的拼图， 却标记出一个产业的新征

程：实现下一代光伏技术产业化，高效异质结光

伏电池及组件出货量和产能均居全球第一。

浪起于微澜。2024年，光伏行业经历下行周

期， 总部位于安徽宣城的华晟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异军突起，订单增长、产能饱满、销售

畅旺……行业凛冬中，华晟何以在成长中突围？

在坚持中完成“惊险一跃”

2024年9月6日，上海浦东，一场关于光伏新

能源的行业交流会座无虚席。 时已入秋，窗外阳

光依然灼热，如同现场热烈的讨论氛围。交流中，

人们将更多的焦点投向了华晟，这个全球最年轻

的光伏独角兽企业。

4年时间，估值130亿元，跻身全球光伏一级

组件制造商名录。 华晟犹如一匹跃然而出的黑

马，在光伏行业的寒冬中，引人注目又引发追问：

为什么是华晟？

时光倒流，问号拉直。

2020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北京一公园内，一

群人聚在一起，时而窃窃低语，时而高声争论。

“有了那晚的选择，才有了今天。 ” 华晟董事

长徐晓华回忆起“公园会议” 的豪迈，眼里依然

闪耀着光。那晚，创业团队几经争论，最终选择不

做跟随者，要做新产业的开创者。

那时，光伏行业爆火，市场上主流技术路线

产业化规模大、投资回报高，是入行的热门选项，

资本蜂拥而上，投产能赚快钱。 华晟却放弃眼前

的财富，要走一条新路：选择做下一代异质结光

伏电池。

“异质结技术国外摸索了30年，很多都折戟

沉沙，一家初创企业凭什么？ ”

“放着容易的钱不赚，非要做龙头企业都望

而却步的事，太傻！ ”

……

面对质疑、不解，曾在光伏行业摸爬滚打20

多年的徐晓华坚信，异质结是突破光伏效率的颠

覆性技术。

“用新技术找增量，虽难，却是一条正确

的路。 ”

从技术到产业面临“惊险一跃” 。创业之初，

华晟便遭遇“当头一棒” 。

异质结光伏电池样品下线，几近废品，因为

出现致命的光衰减现象，降低了发电效能，也让

这一技术路线面临夭折风险。

“事关企业生死，那段时间彻夜难眠。 ”回忆

当时， 华晟首席科学家王文静感慨万千，“我们

就像驶入深邃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前途是一片未

知的宇宙。 ”

没有现成答案，就从源头摸索。 技术团队找

到一种紫外线吸收剂，解决了光衰减问题，但组

件功率下降的新问题又冒出来。 情急之下，王文

静想起读研时听说过的一种光转化材料，但这一

材料在光伏行业从未用过。

“没人用，我们试！ ” 在与材料供应商反复磨

合后，终于攻关出全新的光转化材料，不仅解决

了光衰减这一致命难题，电池功率还更高。

一次次峰回路转，一次次化危为机。 4年里，

华晟始终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

选择异质结技术，没有先例可循。 所有的产

线设备、生产工艺甚至物料供应都要重构。

“几乎每天都要蹲守到凌晨， 将设备拆了，

根据新工艺要求一点点改进优化再调试，如果不

行，再拆解再优化……” 华晟工程师孔文涛至今

记得，产线建设之初，即使在恒温24摄氏度的厂

房里，他和同事们每天的工装都是湿透的。

一期、 二期、6个月、9个月……创业前两年，

一边不停投钱投人、改设备改工艺，一边还要说

服客户接受尚属“小众” 的异质结新品，寻找订

单活下去。 最难时，华晟账上的流动资金捉襟见

肘，公司内部议论纷纷，甚至有人提议，不如趁早

放弃，转向能赚钱的主流技术路线。

“这个世界除了满足我们基本生活的物质

外，总有一些梦想值得我们去坚持。 ” 华晟的生

产车间，蓝底白字的宣传标语格外醒目。

“晟，意为阳光，也代表日积一功。 面对一个

个困难，我们没有放弃，一次次克服，直到现在，

未来亦然！ ”徐晓华说。

安徽合肥，全球单体产能最大的异质结光伏

电池及组件一体化工厂，工业机器人将一个个硅

片投送到一架白色机器的腔体，经过绵延的智能

化流水线，状如手机大小、薄如纸片的光伏电池

片便下线了。

“异质结生产设备从无到有，如今已经全部

实现国产化。 ” 徐晓华拍拍眼前的这些 “大家

伙” ，话语中不无自豪。

“坚持瞄准异质结赛道，通过技术和工艺的

持续创新，我们的异质结电池单片效率2021年就

一举追平了世界纪录，如今量产平均效率又再次

有了大的提升。 ” 华晟电池事业部负责人余义

说，严峻的竞争形势下，公司在行业寒冬中迎来

春天，今年的订单量逆势实现翻番。

在创新努力中穿越周期

2024年， 是光伏行业优胜劣汰的洗牌之年。

对华晟而言，却是进入盈利周期的转折之年。

面对行业的大浪淘沙，华晟选择的技术路线

优势日益凸显。2023年，华晟破局国内市场，并迅

速扩产，大理、合肥、无锡等基地相继上马，公司

一跃成为异质结领域垂直一体化龙头企业，产销

量居全球第一。 全球最年轻光伏独角兽企业、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异质结行业进入工信部光伏

行业目录规范的企业等荣誉接踵而至。

华晟并不敢稍有懈怠。光伏行业快速的技术

迭代和激烈的市场竞逐如同高悬头顶的一把利

剑，驱动华晟不停思考如何降低成本、持续保持

技术优势。

控制硅片的薄度，是异质结电池降本增效的

关键。

传统光伏行业认为， 硅片薄度在130微米左

右就很难再有突破。

通过深入研究，徐晓华的技术团队惊喜地发

现，采取一种新的工艺，硅片可以减薄至100微米

以内，这样既可以节约成本，还有助于拓展更多

的应用场景！

前景是美好的，但市场上的硅片厂家无一能

满足华晟的需求。

“找不到厂家供货，就自己干！ ” 华晟索性自

建硅片产线，改造设备、创新工艺、不停迭代……

经过上百次验证， 最终做出薄度达100微米的超

薄硅片，仅此一项，材料成本就可节约23%。

步入华晟的产品展厅，智能制造管理平台上

跳动着的数字实时显示生产车间的运转情况；大

屏幕反复播放着以“喜马拉雅”“珠峰” 命名的

各类产品介绍，这样的命名喻意华晟人不断超越

自我、立志攀登行业顶峰的抱负。

“我们做的是一个开创性的产业，当前面没

有参照物时，追求物理极限的创新，就是引领我

们的方向。 ”徐晓华自称“技术控” ，也坚信跨越

周期最大的武器是相信技术、坚持创新。

迎接新的产业变革，靠单个企业独木难支。

自动化产线上，刚“出生” 的电池片闪耀着

洁净耀眼的蓝色光芒， 一根根银色栅线纵横排

布，仿佛电池的“毛细血管” 。

“‘毛细血管’ 品质越好，导电性越好，发电

效率就越高。 ”余义指着电池片上纵横的银线解

释道，制造银线的银浆材料及印刷工艺均源自国

外，一度被卡脖子。

能不能找到替代材料和新工艺？华晟想到了

一群人。

华晟董事长技术助理周肃的手机里有个热

闹的微信群，群里活跃着370多位来自高校、科研

机构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这

是华晟发起建立的异质结技术产业化协同创新

平台，除了线上随时讨论分享新技术，每个季度

还会举办线下会议，开展技术研讨和对接。

在这个平台上，华晟找到了创新攀高的伙伴。

“我们与华晟携手，采用导电性能接近的铜

与银浆配比，实现成本大幅缩减。 ” 苏州思尔维

纳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孟祥浩说，今年7月，思

尔维提供的银包铜浆料交付华晟投入量产使用。

成立4年来，华晟把自己变成一个实验室，针

对异质结产业化过程中的各种新技术、 新设备、

新工艺，一次次地开展验证和应用，不遗余力地

推动关键设备和材料的国产化。

目前，在华晟验证的新材料、新技术数量超

过43项，其中35项已在行业推广。

安徽宣城，一座山清水秀的皖南城市，也是华

晟总部所在地。 在这里，以华晟为龙头，集聚着产

业链上下游50余家企业，2023年光伏产业产值近

300亿元。 华晟总部附近，当地政府立起的“中国

异质结光伏之都” 标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新华社记者 杨玉华、王菲、吴慧珺

在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异质结光伏电池及组件工厂内，技术人员在对产品进行检测。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