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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或者盈利水平，最终取决于企业的“内功”。

比如，在手机行业里，总有龙头企业和普通企业

的区分，每个企业都需要站在长远的市场及客户

价值的角度来考虑企业自身的发展价值。当企业

创新的产品和技术能够引领行业发展时，就有机

会处于“金字塔”上层，一旦企业的产品随波逐

流，仅靠价格战来竞争时，其地位可想而知。

记者：汉能是怎么走与其他企业不同的发展

道路的？

曹文辉：可再生能源行业尤其是光伏行业，

大家都处在蓝海比拼中。 汉能坚持“一体两翼”

的发展路径，用薄膜太阳能撬动人们的智能化生

活。预计年底汉能的财报会反映出我们与其他企

业所不同的坚持发展薄膜太阳能的路径，也就是

汉能的“一体”。

汉能坚持“技术”与“产品”并进的“两

翼”的发展路径。光伏发电目前还是一个由技

汉能：科技创新引领未来，打造薄膜太阳能新标地

——专访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副总裁兼渠道销售事业部首席执行官曹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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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已成

为影响人类生存的重要问题，也是各国政府迫

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十二五”以来，

我国利好政策不断，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持续

扩大；2016 年《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布，

2017 年可再生能源迎来爆发式的增长；李克强

总理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抓紧解决机制和技术问题，优先保障可再

生能源发电上网”，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备受

瞩目。

科技创新是基本国策，富国强民之路，也

是企业和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本刊记者前往全球

薄膜太阳能发电领导企业——汉能薄膜发电集团

( 以下简称“汉能”) 采访了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副

总裁兼渠道销售事业部首席执行官曹文辉。

“一体两翼”的战略创新之路

记者：您认为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前景如何，企业需

要具备哪些实力才能更好的走下去？

曹文辉：我国光伏行业总的市场增量还在不

断攀升，去年全国新增装机总量约为 53 GW，今

年按照国家能源局的规划，预计将增长 20% 以

上。国际市场方面，比如，美国加州规划未来全

部能源都来自于清洁能源，这对光伏市场而言，

也是利好政策。

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在未来都会

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空间，在这个行业，企业所处

曹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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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引领的行业，如果企业技术领先 10%，其在

市场中的地位就有可能领先 30%。汉能在过去

8 年里持续投入，持续进行国际优势资源整合，

使汉能具备了薄膜太阳能发电领域技术方面难

以超越的优势，铜铟镓硒技术的实验室最高转

换效率达 31.6%，已经走在行业前列。这个行业

转换效率每提高 1% 都需要大量的技术投入和沉

淀，所以我们的技术在短时间内无法被超越。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汉能实施光伏创新发展

战略的成功。

光伏行业的发展需要“两翼”，一翼是光伏

组件的转换效率、发电量越高越好；另一翼是光

伏组件重量越轻越好。一般晶体硅光伏组件的重

量为 17～19 kg/m2，汉能第一代薄膜光伏组件的

重量为 13～14 kg/m2，而现在汉能的主流薄膜光

伏组件的重量仅为 1.5～2 kg/m2。这也说明，汉

能在降低产品单位面积重量的同时，还提高了产

品光电转换效率，解决了一个太阳能应用端效率

与重量方面的瓶颈问题。

汉能让阳光更有想象力

太阳能光伏发电应用有两条路线：一是地

面光伏电站，二是分布式光伏电站。在给屋顶

光伏应用做加法时，普通晶体硅光伏组件的局

限性限制了拓展光伏产品应用场景的想象力，

但汉能薄膜光伏组件由于重量轻，从而打开了

想象的空间，在应用端产生了很多可能，比如

光伏建筑一体化，使光伏组件与建筑有机结合，

既美观又节约了用地。

汉能在走一条与其他光伏企业完全不同的发

展路线，不仅在传统的太阳能发电领域中徜徉，

还在薄膜太阳能发电领域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汉

能遍布全球的应用产品开发机构将轻、薄、柔等

特性应用在光伏产品上，其目前已推出“汉瓦”，

预计今年内还将陆续推出“汉墙”、“汉砖”等

新产品，以绿色能源支撑智能生活的时代，让我

们的生活更美好。

汉能从技术研发、核心制造、薄膜太阳能

应用等方面整合上、中、下游产业链，不局限

于将产品应用在建筑屋顶上，还做到跨行业的

应用，比如新能源汽车、智能穿戴等。汉能的

产品在不断渗透到智能生活的方方面面，汉能

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科技创新引领未来”的

美好愿景。

3) 舒适性是人体生理和心理综合反应后的一

种主观感觉，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所以我们只能

尽最大努力满足大多数人对舒适性的要求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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