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碲化镉发电玻璃技术推动中国光伏新能源之路
□林硕慕容衣

为助力全球达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中国明确提出，到 2022

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到 70%，这是百年大党领导下

的伟大事业。

BIPV：光伏和建筑一体化

自从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之

后，全球能源短缺的问题就变得

越来越严峻，因为随着工业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各个国家对能

源的消耗都在与日俱增，地球已

经承受不住这种负担。例如石油

和煤炭等，它们都属于不可再生

资源，用完之后可能要再过几千

万年才会出现。

因此，对于新世纪的人类来

说，必须要找到合适的可再生能

源，就像太阳能和风能一样，这些

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

与传统的能源相比，可再生资源

的利用难度往往会比较高，需要

借助某些特定的设备和材料，这

便是当前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重点

问题。

那么就中国市场而言，近年

来有没有关于新型能源方面的突

破呢？或者说中国的科研人员，是

否能够利用好那些可再生资源？

其实中国与新能源有关的项

目有很多，太阳能发电板和风力

发电设施随处可见，并且还有一

种与光伏发电相关，名为“发电玻

璃”的新材料，已应用到 BIPV 当

中。

目前全国已有超过 20 个省

市发布了鼓励应用 BIPV 的政

策———使光伏和建筑一体化，建

筑物外立面本身会利用太阳能发

电。碲化镉发电玻璃技术，正是整

个环节中的关键因素。

2022 年的两会期间，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提

出议案，完善政策体系加速光伏

建筑一体化发展。彭院士建议，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法

律法规；修订政府采购条例，政府

采购工程中要求采购光伏材料产

品，从需求端推动 BIPV 发展；修

订与完善 BIPV 标准，形成与技术

发展和市场相匹配的标准体系，

让 BIPV发展有据可依。

《人民日报》为此发声：发展

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要把企业发展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大局，锚定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目标，实现关键材料工业

化量产，以实际行动助力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

人民网亦刊登：大力发展

BIPV 是推进绿色新型城镇化、实

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作为“光

伏 +”应用的新场景、新业态、新

模式，BIPV 能否实现快速普及、

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关键在于政

策引导。

科学家潘锦功：中国“发电玻璃”之父

顾名思义，“发电玻璃”指的

就是能够自己发电的玻璃，这项

功能是传统玻璃不具备的，拥有

很高的研究价值。而玻璃之所以

能够发电，是因为在其表面上涂

上了一层碲化镉材料，原本绝缘

的玻璃，在融合碲化镉之后，就具

备了导电和发电的特性。

最早发现这一物理现象的

人，就是留洋归来，被称之为中国

“发电玻璃”之父的潘锦功。他将

玻璃和碲化镉这两种看似毫不相

关的材料结合起来，变成新型清

洁材料“发电玻璃”。

科学家潘锦功从少年时期

开始，就对发明创造比较感兴

趣。在美国留学期间，潘锦功平

时经常流连于实验室等科研场

所，并开发出碲化镉技术雏形。

刚开始，潘锦功的想法并没有

受到重视，因为在普通人看来，

玻璃就是玻璃，怎么可能用来

发电？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

引起了学界和商界的关注。

考虑到将来“发电玻璃”巨

大的市场潜力，潘锦功不愿意

将自己的科研成果留在美国，

而是准备为中国做贡献，一心

想将该技术带回中国发展。美

国倍加重视，不想放潘锦功回

国。后来如钱学森般经过重重

困难，2011 年潘锦功终于如愿

以偿回到了祖国。

潘锦功回国后，选择四川地

区作为自己的研究基地，在国

家的支持下，成立了成都中建

材光电材料公司，并任负责人。

他整整用了 6 年的时间，攻克

了各种技术难题，诞生了中国

第一块“发电玻璃”，虽然面积

仅 1.92 平米，却是全球最大面

积的新型发电材料。具体来看，

这块“发电玻璃”每年可实现发

电大约 300 度，这只是一块玻璃

的效率，如果数量增多，加起来

将会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要知道现在全球各种建筑

物，都离不开玻璃，尤其是外立

面。只要将这些传统的玻璃，部

分换成“发电玻璃”，就能产生

庞大的发电量，比太阳能电池

板的转化效率还要高。

就拿中国来说，现有建筑的

玻璃面积，大约为 400 亿平方

米，如果有条件地用上“发电玻

璃”，将多出大约 10 个三峡水电

站的发电量！可以有效地缓解

能源短缺的问题。

这种方式比太阳能和风力

发电更加可靠，因为玻璃的应

用场景要更丰富。美国当初也

预料到了“发电玻璃”的重要

性，但是却没有留住潘锦功，哪

怕是威逼利诱，也改变不了他

的赤子之心。

除此之外，印度方面还曾开

价一亿购买“发电玻璃”的相关

专利，然而潘锦功却明确表示：

不卖。因为在潘锦功眼里，自己

的研究成果是准备贡献给祖国

的，其它国家就算愿意花大价

钱购买，也得看国内同不同意。

他不仅具有优秀的爱国品质，

还能抵制住金钱的诱惑，这种

精神值得所有科研工作者学

习。

现在看来，“发电玻璃”不仅

是潘锦功的研究成果，更是中

国重要的能源保障，其它国家

都不具备这种竞争力。因此，可

以预料的是，在“发电玻璃”成

功推广起来之后，中国的电力

输送压力将减轻很多，能源消

耗问题也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2022 年一季度，潘锦功博

士率领成都中建材光电加入了

中建材集团旗下的上市公

司———洛阳玻璃，在研究新材

料、新能源的道路上，潘锦功的

脚步从未停止。

2022 两会期间，潘锦功亦

提出建议：加强对绿色建筑产

业链的关注与扶持，推进绿色

建材的发展和产业化，鼓励新

材料的创新与应用，让新型绿

色建材在国家“双碳”战略的实

现过程中发挥更大更多的作

用。

中国的光伏新能源之路

2020 年时，中国明确提出，

力图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作为

新能源发电布局重要的组成部

分，光伏发电是实现双碳目标

的重要路径。

“十一五”期间，中国提出要

全面发展太阳能、地热、风能等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十二五”期间，国家明确了

新能源产业重点发展太阳能、

新核能等。

“十三五”期间，国家持续完

善光伏行业的扶持政策，并加

速行业市场化的进程。

2021-2025 年“十四五”期

间，预计政策会更加有针对性，

并且关于新能源发电的布局仍

在有序进行。

截止 2021 年，中国风电 +

光伏发电量占比为总发电量

11%左右。根据国家能源局预

期，预计 2025 年时风电 + 光伏

发电量占比将达到 16.5%，2030

年时达到 20%，装机量达到

30%。

2018 年中国开始逐步降低

光伏行业补贴力度，旨在推动

光伏行业市场化进程，其影响

传导至产业链上游。2018 年 6

月，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

局联合发布了《关于 2018 年光

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

《通知》明确加快光伏发电

补贴将降低强度。因为该文件

落款是 5月 31 日，因此又被称

为“531 光伏新政”。政策出台

后，行业经历短期阵痛。由于补

贴逐步退坡，光伏行业内企业

成本压力显著增加。

这一压力也沿产业链向上

游传导。作为光伏行业的上游，

光伏玻璃行业为光伏组件厂商

提供重要的封装材料。

在面临市场化竞争和成本

压力的背景下，控制成本的动

力由此传导至光伏玻璃企业。

光伏玻璃产线实行差别化

产能置换政策，国家推动光伏

玻璃供给。产能置换政策目的

在于推动玻璃行业供给侧改

革，促使生产商剥离落后产能、

解决过剩产能、清洁产线污染。

2021 年，工信部印发《水泥

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

指出对光伏玻璃产能置换实行

差别化政策，新上光伏玻璃项

目不再要求进行置换，但要建

立产能风险预警机制。

工信部预计，2025 年时光

伏压延玻璃会产生供需缺口。

政策差别化有助于缓解未来供

需缺口。

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需要

伟大企业的参与。中国新材料、

新能源领域的中流砥柱———中

建材集团实力雄厚，是中国建

材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成立

于 1985 年，是立足建材行业的

大型中央企业。

中建材业务广泛，涵盖水

泥、玻璃纤维、轻型建材等领

域，2021 年中建材营收超过

2737 亿元，总资产达到 4625 亿

元。

集团旗下子公司众多，玻璃

领域包括凯盛科技，和凯盛科

技的新能源平台———洛阳玻

璃。洛阳玻璃作为中建材旗下

重要的玻璃研发生产企业，也

是集团在玻璃领域重要的战略

布局。

在 2022 年一季度的企业业

绩说明会上，负责人预测，公司

产能的日熔量 2022 年将突破

5000 吨，2023 年上半年至少有

8000～9000 吨。随着潘锦功博

士的加入，碲化镉玻璃目前已

经有两条生产线完全具备生产

投产的条件，产能可以达 600 兆

瓦，转化效率也已经有了大幅

度的提升，今年年底会超过

15%。

根据凯盛科技的“3+1”战

略，洛阳玻璃在薄膜电池技术

逐步成熟的背景下，依托股东

资源和自身技术优势，有望抓

住薄膜电池发展机遇，推动

BIPV 的大发展。

放眼世界，在地缘冲突、能

源危机、环境污染治理的大环

境下，达成“碳达峰”和“碳中

和”目标，亟须新型能源、绿色

能源的推广和应用。为此，中国

的科学家、院士、企业一直在努

力。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3 月

11 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印发《“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

色建筑发展规划》，提出“十四

五”期间积极开展新型建筑电

力系统建设试点，逐步完善相

关政策、技术、标准，以及产业

生态；提出“十四五”期间新增

建筑光伏 50GW。

立法先行，创新引领。未来

已来，我们的建筑、建材将越加

环保，同时具备绿色发电功能。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

展，将在新技术、新材料的引领

下，走入新时代。（综合自《人民

日报》《人民网》《BIPV 在线》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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