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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江新能源自动化机械臂正在进行焊接
工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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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澜云服智慧工厂。

璜土镇“村村富”产业孵化园项目。

长电微电子晶圆级微系统集成高端制造项目。

永珈光能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产品质量 。

兴澄特钢数智中心。

在南京理工大学江阴校区举行的智能无人系统应用挑战赛。

冬日的霞客湾创智园，一只“金凤凰”雕塑呈振翅欲飞之势，
展现出江阴“筑巢引凤”的开放之姿，和对聚人才之智、汇创新之
力的殷殷期盼。

在入驻企业无锡永珈光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全
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正夜以继日冲刺性能纪录。这项前沿技
术产品于近日获国家光伏质检中心权威认证，光电转换效率突破
30%，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平。

除了是企业的“掌门人”，永珈光能董事长兼总经理余桢华另
一重身份是武汉大学教授。他在简单收拾完喜悦心情后，又一头
扎进实验室，与研发人员投入产品更优性能的攻坚。“全钙钛矿叠
层太阳能电池被认为是下一代光伏技术，相比传统晶硅电池，不
仅能大幅提升光电转换效率，还能降低制造成本，蕴藏着巨大潜
力。”聊起技术，余桢华侃侃而谈。

“全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的理论光电转换效率能达到45%，
效率越高意味着产生的电能也越多。”余桢华始终认为，这款太阳能
电池仍有很大的技术提升空间。对此，永珈光能把每次的技术突破
当成新起点，在一次次技术攻坚中不断刷新纪录，为我国早日实现

“双碳”目标、推动能源绿色转型注入更多新质生产力。
2023年，在武汉大学实验室内研究多年的全钙钛矿叠层太阳

能电池技术从江阴市武汉大学长三角科创中心孵化而出，余桢华
带领永珈光能项目团队正式落户霞客湾创智园。“除了技术，永珈
光能创立之初既没场地、也无资金，可谓‘一穷二白’。”余桢华如
此形容当时的处境。但江阴“澄”意满满的创业环境为企业注入
了成长所需的“阳光雨露”，不仅为企业提供厂房载体，更为企业
减免半年租金。“短短一年时间，我们除了光电转换效率的不断提
升，产品的耐久性测试也表现出色，实现了 4000小时的零衰减。
这些优势为我们成功赢得了新一轮融资。”聊起未来的发展规划，
余桢华成竹在胸。“明年，我们计划搭建一条中试产线，在江阴实
现全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产业化。”

全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从“实验室”跃上“生产线”，成为江
阴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生动实践。作为孵化新技术的载体，
江阴市武汉大学长三角科创中心以“新型研发机构、科技人才服
务、科技成果转化、产投孵化运营”为功能定位，大力推动武汉大
学科技、人才、项目资源与江阴企业资本、需求、市场有效对接，已
在江阴成功落地科技类项目14个、引进国家级人才7人。

一头是科技成果“藏在深闺人未识”，另一头是产业创新“求
而不得”，如何破题？江阴还深入实施“霞客之光”创新攻关计划，
全力推进“企业建榜、专家评榜、院校揭榜、政府奖榜”的揭榜挂帅
机制，让高校及科研院所与江阴企业“对上眼”“联上姻”。目前，
该计划已发布企业技术需求榜单超 500条，支持“揭榜挂帅”市级
项目立项41项，市拨经费超4000万元，撬动企业投入研发累计超
8.5亿元。

【新闻链接】当一项项新技术迈出“实验室”、跃上“生产线”，
新质生产力就开始在江阴奔涌向前。“十四五”以来，“科创江阴”
建设驶向深水区，“一湾一谷一区一港”科创格局全面拉开，南京
理工大学江阴校区、江南大学江阴霞客湾校区启用，江阴入围全
国首批创新型县市。武汉大学长三角科创中心、长三角太阳能光
伏技术创新中心、清华大学MUST精密光电系统研发与产业化基
地等一批顶尖科创平台载体落户江阴。全市3年建成投用科创载
体 280 万平方米，是过去总量的 5 倍多。全市有效“高企”突破
1000家、增长1.5倍；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达290家、增长6.7
倍。澄企积极参与国家重点技术攻关项目，创造了50多个全球首
创、世界第一。

迈出“实验室”
跃上“生产线”
——武汉大学余教授和他的
新能源电池孵化故事

弘元光能智能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