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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关于
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
通知》明确指出，根据行业发展
实际，暂不安排2018年普通
光伏电站建设规模，在国家未
下发文件启动普通电站建设工
作之前，各地不得以任何形式
安排需要国家补贴的普通电站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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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产油国近来纷纷兴起炼油热

潮，这是出于经济多元化、平抑国际油价

波动、缓解财政压力等方面的需要，也有

利于改善营商环境和增加就业。

海湾产油国
缘何兴起炼油热

严控规模 光伏产业发展瞄准核心竞争力

□ 本报记者 焦红霞

□ 实习记者 吴 昊

初夏时节，佳木秀而繁阴，正似

夏花般绚烂和丰茂繁盛发展的光伏

行业。对于花木的持续健康生长，适

当的修剪是必要的，而光伏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亦是如此。

6月1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关于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明确指出，根据行业发

展实际，暂不安排2018年普通光伏

电站建设规模，在国家未下发文件启

动普通电站建设工作之前，各地不得

以任何形式安排需要国家补贴的普

通电站建设。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前业内盛

传的国家关于光伏产业将严控规模

的传言成为现实，《通知》在行业内引

起了轩然大波。北京国发智慧能源

技术研究院、绿能智库（以下简称国

发能研院、绿能智库）调研发现，国家

在控制规模的同时，对于技术先进、

发展质量高、不需要中央财政补贴的

光伏发电项目是放开的，这对于促进

光伏产业的提质增效和健康有序发

展，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告别野蛮生长

近年来，我国光伏发展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连

续5年位居全球第一，累计装机规模

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一。国发能研

院、绿能智库指出，当前，我国光伏行

业的发展呈现三大特点：增速快、规

模大、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完整

的光伏产业链。数据显示，过去两

年，我国光伏新增投产分别达到

3424万千瓦、5306万千瓦，2017年

年底并网装机容量累计超过1.3亿千

瓦，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光伏发

电装机已达1.4亿千瓦。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持续高速

发展的光伏产业也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一直是能源

领域“成长的烦恼”。近年来，弃风、

弃光、弃水成为能源转型中无法回避

的困境，2015年和2016年，弃光率

超过了10%。虽然目前有所好转，

但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分析原

因，国发能研院、绿能智库认为，光伏

的消纳问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

中，发展过快是一个重要因素。同

时，作为一个依靠国家补贴生存的产

业，光伏发展过快，也造成了不堪重

负的补贴压力。

有专家表示，如果目前并网的光

伏项目全部纳入补贴目录，每年所需

要的补贴将会超过850亿元。基于

补贴困境，《通知》提到，加快光伏发

电补贴退坡，降低补贴强度。《通知》

要求，自发文之日起，新投运的光伏

电站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统一降

低0.05元，I类、II类、III类资源区标

杆上网电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0.5

元、0.6元、0.7元（含税）。新投运的、

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的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电量度电补贴

降低5分，补贴标准由每千瓦时0.37

元调整为0.32元。一方面，补贴退坡

对于缓解补贴压力有一定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控制规模。

一边是难解的消纳困境，一边是

巨大的补贴缺口，光伏行业如何健康

有序发展？国发能研院、绿能智库认

为，目前，光伏行业已经进入从单一

发展规模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升级阶

段，需要根据新形势、新要求调整发

展思路，完善发展政策。

提升运行质量

《通知》对于今年光伏发电新增

建设规模的安排，除暂不安排2018

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外，在分布

式光伏领域，安排1000万千瓦左右

规模用于支持分布式光伏项目建

设。不过，截至4月底，今年已并网

的分布式光伏规模达875万千瓦，预

计 5月 31 日已突破 1000 万千瓦。

《通知》指出，考虑今年分布式光伏已

建情况，明确各地5月31日（含）前

并网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纳入国

家认可的规模管理范围，未纳入国家

认可规模管理范围的项目，由地方依

法予以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普通项目和

分布式项目都不再有国家认可的指

标，但并不意味着增长空间的关闭，

对于技术先进、发展质量高、不需要

中央财政补贴的光伏发电项目规模

是放开的。国家有关部门在《通知》

解读中指出，合理把握普通电站发展

节奏，既是缓解消纳难题，也是为先

进技术、高质量光伏发电项目留下发

展空间。

《通知》明确，有序推进领跑基地

建设。对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同样

也是领跑者计划的初衷。6月1日晚

间公示的“光伏发电技术领跑基地推

荐投资企业评优结果”显示，入选的各

个企业电池的转换效率和功率都有大

幅度的提高，单晶电池的转换效率均

达到了23%以上，最高的达到23.85%，

60片电池组件的功率达到330W及以

上，普遍叠加了多主栅、半片和叠瓦等

提高功率的技术，整合了当前具备快

速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制造的技术。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产能进入市场，

将进一步加快光伏组件效率的提升。

经过多年的产能扩张，我国光伏

行业正在迈向“提质增效”阶段，适当

地“减速”有利于优化发展规模、提高

运行质量，也有利于企业“练好内

功”，提升核心竞争力。国发能研院、

绿能智库研究指出，对于企业而言，

政策环境的改变更多的是一种考验，

在这种考验中，优质的企业往往会脱

颖而出，企业需要不断提升技术和综

合运维水平，以应对市场的变化。

加速走向“市场”

在能源领域，光伏发电是一个市

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市场主体多，

社会资本参与度高，民营企业在市场

中占有“半壁江山”。国家有关部门

表示，光伏产业在项目建设投资方

面，已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建设规

模多样化。

不过，光伏的市场竞争中始终存

在着一些乱象，譬如不少地区存在地

方保护和限价政策，以及一些地方

“先建先得”扩大规模。

对此，《通知》明确，要进一步加大

市场化配置项目力度，严禁不公平竞

争和限价竞争，将上网电价作为重要

竞争优选条件。普通光伏电站须通过

竞争性招标方式确定项目业主，而分

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力度也会加大。

此外，市场化程度的提升还在于完善

光伏发电电价机制、加快光伏发电电

价退坡速度、降低光伏发电补贴依赖。

需要注意的是，去年年底国家发

改委《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项目价

格政策的通知》将Ⅰ类、Ⅱ类、Ⅲ类资

源区标杆上网电价分别调整为每千

瓦时0.55元、0.65元、0.75元，规定尚

未来得及实施，此次《通知》再次下调

标杆电价，这也意味着光伏电价退坡

的加速。

国发能研院、绿能智库研究认

为，随着光伏行业的不断成长，对于

补贴的依赖必将持续下降，回归市场

的脚步也将不断加快。对于整个光

伏行业，规模增长的“减速”并不意味

着产业的停滞，而是重新调整节奏。

光伏行业目前正处于“政策与市场的

十字路口”，只有不再依赖补贴时，才

能真正从“政策”走向“市场”，从而为

能源的转型提供不竭的动力。

□ 杨忠阳

连日来，关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路径的讨论此起彼伏，有人称

“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需要掉头”，呼吁

像日本那样“全面转向氢燃料电池汽

车”。这有些片面。

日本氢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全球

领先，是不争的事实。目前，日本丰

田已推出全球首款量产氢燃料电池

汽车 Mirai，本田 750 公里续航里程

的氢燃料电池汽车 Clarity 也已限量

开卖，与其配套的加氢站也建成数

十座。与之相比，我们在氢燃料电

池汽车特别是在乘用车发展上，步

伐的确要慢一些，但不能因此就否

定我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取

得的进步。

事实上，在全球新能源汽车推广

和应用上，始终存在着插电式混合动

力、纯电驱动和燃料电池等多条技术

路线。得益于国家高度重视和财政

政策大力支持，近年来在以纯电为主

的技术路线驱动下，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迅速，不仅产销规模和产业

链完整度早已全球第一，而且在技术

上已跃居全球第一梯队。作为新能

源汽车的“三电”核心技术，动力电池

和驱动电机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行

列，电控技术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

距在不断缩小。

正是在中国电动汽车市场蓬勃

发展的影响下，国际上各大汽车厂商

从过去的观望和谨慎，加快转向对纯

电驱动的战略性投入。可以说，作为

智能化最佳载体的电动汽车，正在成

为全球汽车业发展新潮流。

数据显示，从 2013 年～2017 年

年底，5年间全球总计售出6475辆氢

燃料电池乘用车。作为全球最畅销

的车型，去年丰田 Mirai 的销量也不

过 2000 多辆，其中大部分是租赁公

司和其他车企研发机构买的，真正面

向私人购买者的寥寥无几。这与去年

我国新能源乘用车50多万辆的销量，

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些自媒体竟然为

其鼓吹，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氢燃料电池汽车之所以很难商

业化，除了核心技术不成熟、电池耐

久性差外，主要还是氢的供给缺乏有

效并安全的保障，而且产业链成本

过高。有专业人士曾算过一笔账，

以供给端为例，仅加氢站上下游体

系建设所需资金，是现有加油站体

系的10倍。

应该看到，虽然动力锂离子电池

在汽车上使用只有 10 年时间，但其

技术进步却在明显加快。目前，我国

锂电池单体能量密度已达230瓦时/

公斤，系统能量密度超过 150 瓦时/

公斤，一旦完成工信部提出的“电池

价格减半，能量密度加倍”计划，电动

汽车性价比将会大幅度提升。

因此，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上，我们需要保持强大战略耐心和政

策毅力，坚持插电式混合、纯电和燃

料电池等多条技术路线走路，既不妄

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更不能“听风

就是雨”，轻易放弃电动汽车并贸然

转向氢燃料电池汽车。

发展新能源汽车不能“听风就是雨”

本报讯 记者焦红霞报道 据国家

发改委网站消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生态环境部、国防科工局四部委近日

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核电运行安

全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指出，将网络安全纳入核电

安全管理体系，加强能力建设，保障核电

厂网络安全。开展网络安全能力建设，

做好网络等级保护测评，开展网络安全

培训及评估工作。

此次《意见》出台，旨在总结核电行

业安全管理经验和“核电安全管理提升

年”专项行动工作基础上，聚焦核电运行

关键环节，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保障核

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促进核电安全高

效发展。

《意见》指出，要坚持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责任明确、严格管理、纵深防

御、独立监管、全面保障的原则，加强核

安全文化建设，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将确保安全的方针落实到核电运行

管理各个环节各项工作中，确保核电安

全万无一失。

《意见》按照“安全第一”“落实责

任”“方法创新”“持续改进”和“开放透

明”五个坚持为基本要求，提出了实现

核电运行安全水平始终保持国际前列

并持续提升；核电企业安全管理体系更

加完善；政府安全管理能力不断提高；

核电安全得到更加充分全面有效的保

障的总要求。

《意见》要求，要分别从加强核安全

文化建设、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核

电厂人员行为规范管理、加强核电厂

设备可靠性管理、加强核应急与核

安保管理等9个方面促进核电安全高

效发展。

网络安全将纳入
核电安全管理体系

浙江东阳浙江东阳：：屋顶屋顶光伏发电节能减排双赢光伏发电节能减排双赢
截至2018年5月底，浙江省东阳市横店东磁光伏电站项目已经并网发电约9500万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34,000吨，

减排二氧化碳约90,000吨。据介绍，浙江省东阳市横店东磁20.7兆瓦屋顶光伏电站项目于2013年4月开始并网发电，是国家金

太阳示范项目。整个工程面积21.6万平方米，投资超过2亿元，目前已经并网发电5年，是浙江中部最大的屋顶光伏发电项目之

一。图为工作人员对横店东磁屋顶光伏进行设备检修维护。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中石油发布
低碳发展路线图
本报讯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徐文荣6月1日表示，中石油

已制定低碳发展路线图，努力构建全方

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绿色发展体系。

徐文荣当日在天津召开的中国石

油绿色发展发布会上说，中石油将在资

源保护中开发，在开发资源中保护。中

石油低碳发展目标为：力争2020年实

现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比 2015 年下降

25%，2030年国内天然气产量占公司国

内一次能源产量的55%，2050年低碳

发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用绿色发展方式，供应绿色能

源，为美丽中国加油。”徐文荣透露，中

石油将推进致密气、页岩气、煤层气等

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加大探索地热、氢

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

用，不断满足社会对清洁、高品质能源

的需求。

多年来，中石油在环保投入上不断

加大力度。据悉，中石油炼化板块实施

“达标减排、绿色炼化”治理工程，已累计

投入超过100亿元。中石油对环境的保

护涉及水、土、气等多个方面。2017年，

中石油节水达1241万立方米，植树218

万棵。

（刘羊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