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会议主题 会议名称 会议简介 日期/地点

主会议：
2023年光伏行业发展回顾与

2024年形势展望研讨会

分论坛一：光伏发电项目技术经济性论坛

分论坛二：2024年户用光伏品牌大会
    自2018年起户用光伏品牌大会已连续举办五届，成为行业间交流与沟通
的良好平台，为优秀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品牌提供了广阔的宣传空间，助力我
国户用光伏行业向规范、高质量、健康的发展方向与路径转变。

2
技术主题会议

行业热度：☆☆☆
2024光伏技术百人会及同期展览会

    已成功召开两届，会议按照产业链主要环节设置专题分论坛，邀请百余
位光伏企业技术带头人及高校知名专家，共同探讨产业链各环节相关技术发
展，旨在更加全面、深度地探讨产业链各环节相关技术的发展情况、发展瓶
颈以及发展趋势等，能够为行业技术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方向，有助于加速
技术进步与推动技术成熟落地。会议同期还将组织召开能源电子展览，搭建
“光储端信” 融合创新展示平台，探讨智能光伏、新型储能及关键信息技术
的融合发展及应用，以此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待定/合肥

主论坛：2024光伏市场发展论坛

    为了推动光伏市场开发建设经验交流，促进项目开发与合作，会议计划
邀请行业专家、设计院、电站建设企业、电站运维企业参会，共同探讨各区
域新能源发展趋势与规划、项目开发、设备选型、施工运维过程中的相关问
题。

分论坛一：光伏大基地论坛
  为助推光伏大基地的开发建设工作，会议聚焦大基地项目开发与合作，共
同探讨大基地项目开发技术方案、设备选型、施工运维等发展的焦点问题。

分论坛二：“光伏+”多场景应用论坛

    近年来，“光伏+农渔业”“光伏+养殖”“光伏+生态”“光伏+扶贫”
“光伏+交通”等多种“光伏+”应用场景越发多样化，光伏与多种领域的结
合，不仅能降低成本、实现效益提升还能提供多场景互补共同支撑，此会议
旨在探讨再未来“双碳”的背景下，“光伏+”如何给予光伏行业更多可能。

半年度回顾展望会（一）
行业热度：☆☆☆☆☆

 2024年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会议活动计划

1 2月/待定

    年度回顾展望会从2015年开始举办，每半年召开一次，是行业内最受关
注的大型会议之一，旨在更加全面、细致、专业的分析本年度行业发展形
势，展望第二年的市场发展趋势，为后续的政策设计以及行业发展理清思路
、指明方向。在年度回顾展望会同期，还将举办光伏发电项目经济性论坛、
光伏+储能论坛等系列专题会议，计划针对光伏电站投资开发模式与经济性分
析、光储政策分析及系统设计等设置议题。

3
市场发展论坛

行业热度：☆☆☆
3月底/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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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议：
2024年上半年光伏行业发展回顾与

下半年形势展望研讨会

分论坛：2024年光伏产业链供应论坛

5
技术标准论坛

行业热度：☆☆☆
第四届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技术标准论

坛

    该论坛旨在建立起完善的产业标准体系，通过先进技术标准促进光伏产
业技术创新和提质增效，助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也将设置标准采信
签约仪式，邀请央国企等电站投资开发企业参加，推动光伏领域制造方与应
用方携手推动关键技术标准研制。

10月/待定

6
主会议：

2024年光伏行业年度大会

7 第三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

8
同期活动：光伏供应链配套发展论坛/上市
公司投资策略交流会/人才发展座谈会/媒

体工作联席会议等十余场专题活动

9 季度分析会  季度产业/供应链发展形势座谈会

    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旨在加强行业内信息交流，凝聚发展共识，科学
研判趋势；在强化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充分了解各生产环节经营情况、
电站投资建设情况和国际贸易情况的同时，有效开展行业风险预警等工作。
会议将听取企业相关意见和建议，为后续产业发展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4月、7月、10月、
12月

每季度1场，线上/
线下

光伏行业投融资专题会
    针对光伏投融资现状、投融资机会与潜力、投融资方式等主题，邀请光
伏主要企业、金融机构开展论坛、沙龙、培训等活动，推动投融资方式创新
发展和运用。

光伏行业人才发展专题会
    针对行业人才发展相关话题，邀请高校及职业院校专家、企业人力资源
负责人、第三方人力服务机构专家参会讨论，同时为光伏行业高校校友搭建
交流平台。

光电建筑专题会
    针对光电建筑的行业政策及发展形势，邀请相关主管部门、央国企、设
计院、高校科研院所、光伏企业、建筑企业、投资商、光伏工程开发企业等
相关专家共同交流探讨。

7月下旬/待定

11月底-12月上旬/
待定

     半年度回顾展望会召开形式与年度回顾会一样，梳理各个维度的行业信
息，分析总结上半年发展情况，并对下半年发展预期进行研判。会议同期还
将举办“光伏产业链供应论坛”及主题论坛，全面剖析各环节产品、原辅材
料等市场供应情况及从光伏电站应用的角度，系统分析光伏产品、应用技术
的可靠性和经济性，重点推广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市场应用。

    1、2024年光伏行业年度大会：每年召开一次，是行业内最受关注的大
型会议。会议将邀请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行业企业领袖、行业专家及
媒体代表等，共同探讨新阶段、新形势下我国未来光伏行业发展方向与路
径，就行业热点问题和市场发展情况等进行深度交流，启迪思想，为行业发
展理清思路。
    2、2024年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按照《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章
程》有关规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理事会。
    3、年度大会同期还将召开光伏供应链配套发展论坛、上市公司投资策略
交流会、媒体工作联席会议等方面的专题会议。

4
半年度回顾展望会（二）
行业热度：☆☆☆☆☆

年度大会
行业热度：☆☆☆☆☆

结合其他品牌活动
时间

同期开展

专题会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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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光伏专题会议
    针对海上光伏在实际项目中遇到的环境、技术、安装等问题，邀请海洋
能源专家、投资企业、设计院以及设备生产厂家围绕未来海上光伏的发展空
间、成本与经济性、技术设备选型等话题展开探讨。

国际合作研讨会
    针对国际主流光伏市场，邀请国内有关部门及国外相关政府机构、行业
组织、研究机构、国际投资机构开展交流研讨会，增强合作互信，通过行业
组织对接建立交流机制，通过项目对接挖掘供需机会。

光伏组件回收研讨会

    针对光伏组件回收产业发展的新情况、新态势，邀请光伏组件回收工作
组成员单位及行业内有关专家、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开展交流研讨会，商议
工作组后续课题开展方向及落地措施，为工作组成员单位建立交流、沟通、
项目对接的平台。

光伏产业知识产权发展研讨会
    针对光伏产业知识产权发展形势以及面临的问题，邀请相关主管部门、
高校及科研院所、光伏企业、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召开研讨
会，促进交流互鉴，凝聚行业发展共识。

光伏行业ESG发展交流会

    针对光伏企业面临的主要ESG工作的风险、难点、现状与需求，邀请高校
科研院所、投资机构、行业监管机构、光伏企业ESG领袖开展沙龙、交流会等
活动，共同探索行业ESG发展新方向，服务会员企业提升ESG治理水平和应对
能力。

钙钛矿及叠层电池产业化发展研讨会
    针对钙钛矿与叠层电池组件产业链关注的热点话题、关键技术、供应链
、未来趋势等，邀请行业内的研究专家、高校学者和钙钛矿产业链上下游的
企业展开探讨。

光伏+储能创新应用论坛
    针对宏观政策、储能应用模式、技术解决方案和市场趋势等行业发展热
点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其他会议（碳足迹等专题会）     根据行业实时热点话题、问题等内容临时增加的其他会议活动。

行业专家线上分享交流会
    针对政策市场最新动态、国际贸易形势、宏观经济发展、电力市场交易
、碳交易等话题邀请行业权威专家进行详细解读。活动也将设置提问解答环
节，与会人员可与专家充分沟通交流。

每月1场/线上

热点问题系列线上研讨会
    研讨会聚集分析行业热点焦点问题，剖析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特点和
趋势，为会员企业搭建创新成果展示平台，不定期邀请制造企业、投资企业
、设计院、检测认证机构等权威专家精准聚焦并进行主题分享。

每季度3-4场/线上
(根据会议情况机动

调整)

企业技术及产品推广会
    为积极支持会员单位业务发展，帮助企业宣传推广优秀产品和服务，协
会可协助企业组织技术及产品推广会，为会议提供必要的策划指导、组织邀
请、宣传推广等方面帮助。

10

11 线上活动

结合其他品牌活动
时间

同期开展

专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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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

    为促进清洁能源、综合智慧能源融合发展，推动行业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携手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中国氢能联盟等单位将于2024年3月26日-28日在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共同举办“2024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
”。博览会将综合光伏、风电、储能、氢能及燃料电池、输配电、数字能源
等多种清洁能源进行集中展示。博览会可提供客户面对面交流、演示产品和
服务的机会，成为单位集中调研行业发展和集中采购设备的窗口。
    大会期间还将组织召开2024年光伏发电市场开发大会、中国储能大会、
北京氢能产业大会、中国风力发电大会等论坛活动，邀请行业主管部门领导
、设计院、风光储氢企业代表参加，旨在促进双碳背景下的新能源多场景商
业模式与应用，促进技术交流。

3月28-30日/北京

全年

以上各大会议、论坛、研讨会、座谈会依次贯穿了全年，目的是引导和推动光伏产业的高质量健康发展，助力光伏发电发挥好新型电力体系的主角作用。欢迎行业机构、
媒体及光伏企业能同我们一起合作，共同为光伏行业高质量健康发展添砖加瓦。有意向合作单位，请与协会联系。
    联系人： 王双/戴思源  电话：15801583767/15222129567  邮箱：huiyuanbu@chinapv.org.cn

合作活动12

受各地方政府、行业组织、会员企业、合作媒体等邀请，共同组织举办会议及各项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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