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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发展概述 

光伏产业是利用光生伏特效应，将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

的太阳能电池及上下游产业的总称。发展光伏产业，对于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全球能源变革、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光伏产业链包括上游、中游、下游，以及与之相关的设

备、辅助材料及零部件等辅助环节。上游主要包括晶体硅的

提纯、硅棒/硅锭以及硅片的生产等；中游主要包括光伏电池

和组件的制作；下游主要包括光伏发电系统以及与通信等领

域的融合。 

近年来，我国光伏产业规模持续增长，技术创新水平加

快提升，市场应用持续深入拓展，智能光伏示范引领初见成

效，光伏产业呈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等新趋

势。为更好发挥标准对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特

制定本指南。 

二、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新

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以推动

光伏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目标，加

强标准工作顶层设计，强化全产业链标准协同，增加先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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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供给，提升标准实施成效，推进标准国际化，引领光伏产

业高质量发展。 

到 2026年，标准与产业科技创新的联动水平持续提升，

新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60 项以上，实现光伏产业基础

通用标准和重点标准的全覆盖。鼓励社会团体研制先进团体

标准，支持我国企事业单位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20项以上，促

进光伏产业全球化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优化产业科技创新与标准化联动机制，

加快光伏领域前沿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推动先进适用

的科技创新成果高效转化成标准。 

坚持应用牵引。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导向，面向行业应

用和市场需求，强化创新成果的多场景大规模应用，以标准

实施推广促进光伏产业融合发展。 

坚持开放合作。深化国际标准化交流与合作，鼓励我国

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携手全球光伏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共同树立国际标准。 

三、建设思路 

（一）光伏产业标准体系框架 

光伏产业标准体系框架包括基础通用、光伏设备、光伏

材料、光伏电池和组件、光伏部件、光伏系统、光伏应用、

智能光伏和绿色光伏等 9个部分，如图所示。 

 

 



 

 3 

 

图  光伏产业标准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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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基础通用标准是光伏产业的基础性标准；光伏设

备标准主要规范光伏硅材料、电池、组件等环节生产制造及

测试设备的技术要求；光伏材料标准主要规范电池和组件生

产制造过程中晶体硅材料、薄膜半导体材料等上游原材料及

辅助材料的技术要求；光伏电池和组件标准主要规范光伏器

件测量方法以及电池和组件的技术要求；光伏部件标准主要

规范电气部件和器件、支撑结构和部件、光储部件等技术要

求；光伏系统标准主要规范光伏系统的设计、运维、测试、

评价等技术要求；光伏应用标准主要规范光伏与其他领域融

合应用的技术要求；智能光伏标准主要规范光伏智能制造、

智能光伏产品以及智能光伏系统等技术要求；绿色光伏标准

主要规范光伏产业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发展及资源综合利

用等技术要求。 

四、重点方向 

（一）基础通用标准 

基础通用标准主要包括术语、定义、标识，安全生产和

质量管理等标准。 

1.术语、定义、标识标准。规范光伏全产业链相关的术

语、概念，为其他标准的制定和光伏技术研究提供支撑，包

括光伏相关术语、基本概念等标准； 

2.安全生产标准。规范光伏生产制造和光伏系统的安全

要求，包括产品制造安全和工程安全等标准； 

3.质量管理标准。规范光伏生产制造和光伏项目的质量

管理要求，包括质量体系、可信性管理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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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伏设备标准 

光伏设备标准主要包括硅材料生产加工设备、电池制造

设备、组件制造设备及测试设备等标准。 

1.硅材料生产加工设备标准。规范多晶硅、拉棒/铸锭、

开方、切片等环节生产加工设备的要求，包括单晶炉、开方

机、多线切割机等标准； 

2.电池制造设备标准。规范晶体硅和薄膜光伏电池制造

设备的要求，包括扩散炉、刻蚀机、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

淀积设备（PECVD）等标准； 

3.组件制造设备标准。规范晶体硅和薄膜光伏组件制造

设备的要求，主要包括层压机、焊接机等标准； 

4.测试设备标准。规范光伏测试设备的要求，包括太阳

模拟器、电致发光缺陷检测仪、量子效率测试仪等标准。 

（三）光伏材料标准 

光伏材料标准主要包括晶体硅材料、薄膜半导体材料、

工艺材料、电极材料和封装材料等标准。 

1.晶体硅材料标准。规范光伏用晶体硅材料的技术要求，

包括多晶硅、硅棒、硅锭、硅片、硅粉等标准； 

2.薄膜半导体材料标准。规范薄膜光伏电池所需材料的

技术要求，包括靶材、衬底、前驱体材料、传输层材料等标

准； 

3.工艺材料标准。规范光伏产品制造过程中用到的工艺

材料的技术要求，包括切割线、丝网、助焊剂等标准； 

4.电极材料标准。规范电池及组件上用于收集载流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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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电流的电极材料的技术要求，包括浆料、焊带、导电胶

等标准； 

5.封装材料标准。规范光伏组件封装用材料的技术要求，

包括光伏玻璃、光伏背板、光伏封装胶膜、密封胶等标准。 

（四）光伏电池和组件标准 

光伏电池和组件标准主要包括光伏器件测量、光伏电池、

光伏组件等标准。 

1.光伏器件测量标准。规范光伏电池和组件的测量要求，

包括光伏器件电流－电压特性测量、光谱响应测量、光谱失

配计算等标准； 

2.光伏电池标准。规范光伏电池的相关技术要求，包括

产品、测试方法、工艺规程等标准； 

3.光伏组件标准。规范晶体硅光伏组件和薄膜光伏组件

的相关技术要求，包括组件设计鉴定和定型、安全鉴定、能

量评定、耐环境性能及测试方法等标准。 

（五）光伏部件标准 

光伏部件标准主要包括电气部件和器件、支撑结构和部

件、光储部件等标准。 

1.电气部件和器件标准。规范光伏系统所用的电气部件

及其零部件的技术要求，包括光伏逆变器、汇流箱、控制器、

光伏电缆和接线盒等标准； 

2.支撑结构和部件标准。规范光伏系统所用的支撑结构

和部件的技术要求，包括光伏支架、跟踪器、浮体等标准； 

3.光储部件标准。规范光伏与储能结合的光储系统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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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气部件的技术要求，包括光储一体机、充放电控制器等

标准。 

（六）光伏系统标准 

光伏系统标准主要包括并网光伏系统、独立光伏系统、

光储系统和水上光伏系统等标准。 

1.并网光伏系统标准。规范并网光伏系统的技术要求，

包括设计规范、安全规范、验收规范、运维规范、后评价导

则等标准； 

2.独立光伏系统标准。规范独立光伏系统（离网光伏系

统）的技术要求，包括设计和验收规范等相关标准； 

3.光储系统标准。规范光伏与储能结合的光储系统的技

术要求，包括光储系统设计、验收、运维、评价等标准； 

4.水上光伏系统标准。规范在河湖水域和海上建设的光

伏系统的要求，包括固定式、漂浮式光伏系统的设计、验收、

运维、评价等标准。 

（七）光伏应用标准 

光伏应用标准规范光伏与其他领域融合应用的相关要

求，主要包括光伏制氢、光伏建筑、光伏交通、光伏农业、

光伏通信等标准。 

（八）智能光伏标准 

智能光伏标准主要包括光伏智能制造、智能光伏产品和

智能光伏系统等标准。 

1.光伏智能制造标准。规范光伏制造智能化有关的数据、

通信、信息安全、信息标识及光伏智能工厂、智慧供应链的



 

8 

要求，包括设备间通信协议、能力成熟度评价方法等标准； 

2.智能光伏产品标准。规范智能光伏产品的技术要求，

包括智能光伏组件、智能逆变器、智能跟踪器、智能清扫机

器人等标准； 

3.智能光伏系统标准。规范光伏系统智能化应用的要求，

包括光伏系统的智能化设计、智能运维开发等标准。 

（九）绿色光伏标准 

绿色光伏标准主要包括碳达峰碳中和、绿色制造、资源

综合利用、节能环保等标准。 

1.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规范光伏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核

算和评价，包括低碳产品评价、碳足迹核算、碳资产管理等

标准； 

2.绿色制造标准。规范光伏产业绿色制造的相关要求，

包括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等标准； 

3.资源综合利用标准。规范以废旧光伏组件为对象的资

源综合利用相关要求，包括光伏组件的报废要求、回收再利

用技术要求、处理方法和回收管理规范等标准； 

4.节能环保标准。规范光伏制造行业节能和环保相关要

求，包括生产能耗限额、废气废液排放要求和有害物质限制

等标准。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光伏领域标准化技术组

织作用，统筹产学研用各方、产业链各环节优势力量，协同

推进光伏产业标准建设，强化标准体系与产业体系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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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人才队伍。鼓励标准化研究机构培养和引进

标准化高端人才，加强面向标准化从业人员的专题培训，构

建懂标准、业务精、能力强的标准化人才梯队。 

（三）加强应用实施。鼓励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组织

等，面向企业开展光伏产业重点标准的宣贯培训，引导企业

在研发、设计、生产、管理、检测等环节对标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