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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论是通过光热途径还是光伏途径，直接应用太阳能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人
类使用能源的方式，特别是，这种方式将成为人类最终使用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阳能将在21世纪（或者可能在22世纪内）世界范围内直接替代数十亿吨人类现在主要使用的化石能
源。
太阳能具有环境友好特性，当前太阳能的一些直接应用，特别是前面提到的“光明前景”，驱使人们
在言论中、在宣传上、在各国政策方面、在直接或风险投资方面都给予太阳能事业越来越强烈的支持
。
世界各国也确立了更多的太阳能项目，其中有一些在十万千瓦以上。
这些情况的确使人激动，也将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与速度推动整个太阳能事业，使太阳能大规模的使用
更早到来。
就拿我国来说，未来如果十几亿人都能过上“小康”的现代生活；如果我国要有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的生产能力与防卫能力；如果我国要承担在世界上应承担的责任，即便节能水平能与美、欧、日相当
，到2050年左右我国能耗也将达到40亿～50亿吨标煤以上，我国发电能力也将达十几亿千瓦电功率。
有些人还认为这些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因为到那时我国人均年能耗也只约是美国的1／3，西欧和日本
的一半。
长期支撑这样大的能耗，并考虑到我国资源情况及国际环境和我国的环境状况，到22世纪初如果不能
用非化石能源，如核能、太阳能，替代相当一部分化石能源，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发展都会受重大
影响。
因此，大规模推进太阳能的发展和应用，对我国尤为重要。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着眼于为大规模发展太阳能、使太阳能在我国整个能源结构中占相当比重而去工作
、去布局。
在上述背景下，出版该书是非常有意义的。
该书比较公正地、全面地介绍各主要光伏太阳能的途径、它们的基本过程及主要技术、它们各自的特
点及发展前景。
该书各章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我国在各光伏太阳能途径上研究、开发的领军人物，因此各章除了介绍各
途径外，对途径发展的分析和讨论，也是有很多亲身体会和真知灼见的。
应该说，这些体会和见解是我国多年来发展太阳能工作的收获，在某种程度上的凝练。
这是该书与其他介绍太阳能书籍的一个区别。
对于今后越来越多投身太阳能事业的年轻科技工作者来说，阅读该书应该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收益，产
生一些真正的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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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以及能源需求角度出发，阐述光伏利用太阳能的必然性与重要性；讲述半
导体基础理论及光伏电池的基本原理。
结合该领域的进展，既全面深入地介绍了常规晶体硅电池，Ⅲ-Ⅴ族化合物电池；同时又对CIGS电池
，CdTe电池，硅基薄膜电池，染料敏化电池，有机电池等各种不同薄膜电池的光伏材料、电池结构及
其工艺特色和技术发展予以详细阐述。
除叙述光伏应用电力系统，常规应用及应用示例外，还从发展角度涉及了微电子学在未来能源领域中
开发应用的途径。
最后对更高效率光伏电池的新概念进行了综合的介绍与展望。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高年级学生、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作为光伏电池、光电子器件科学与
相关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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