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吴 昊

“目前我国光伏产业和企业发展

正面临多方面挑战。在国内，面临结

构调整、产业格局重塑、技术和商业

模式创新加快等强大压力，企业决策

稍有不慎，就有被淘汰出局的风险；

在国外，贸易环境越趋复杂，部分国

家或地区光伏制造业加快规模化发

展给产业带来一定竞争压力。”近

日，在“光伏行业2018年发展回顾与

2019年形势展望研讨会”上，工业和

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吴胜武

如是说。

对此，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王勃华表示认同。

他指出，当前，我国光伏行业存在

市场需求与补贴拖欠之间、稳增长

与行业整合之间、晶硅绝对优势与

新技术蓬勃发展之间、标准数量多

与实践难之间，以及新业态、新模

式与现行管理机制之间的五大不

协调。

“当前，我国光伏行业正处在走

向‘平价时代’的过渡期，行业仍然面

临诸多不确定性。”在王勃华看来，随

着各国对可再生能源需求的提升，未

来光伏市场前景乐观，行业整合将成

为发展焦点。

消纳问题改善
补贴缺口增大

来自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

显示，2018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容

量 超 过 43GW，同 比 下 降 18% 。

“2018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量低于

2018年年初的预期，但是高于823

政策出台后的预期。”王勃华表示，去

年我国光伏产业发电量升高，弃光率

则持续下降。对此，国网能源研究院

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所长李琼慧表

示，2018年光伏发电消纳形势得到

显著改善，全年发电利用率超过

96%，弃电率低于5%。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消纳问题得

到改善，但光伏行业仍然存在诸多亟

须解决的矛盾。其中，大量补贴长期

拖欠问题尤为致命。“可再生能源补

贴缺口日益增大，预计2018年缺口

超过 1400 亿元，其中光伏缺口超

600亿元，电站持有量大的企业补贴

拖欠额已达几十亿元且正以每月几

亿元的速度增加，企业正承受巨大的

资金压力。”王勃华指出。

他认为，行业的可继续发展和能

源革命的积极推进需要保持一定市

场规模，然而补贴的拖欠一方面造成

项目开发商无米下炊；另一方面也束

缚了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年度装机规

模，影响未来几年的价格、规模等政

策的出台进度。

同时，王勃华还提醒，当前，光伏

产能存在着成长中的、阶段性的过剩

倾向，行业需要整合才能走向健康可

持续发展。但同时，行业也正面临复

杂的内外部形势，稳增长和维稳压力

较大，给行业整合带来较大压力，影

响落后产能的及时退出。

在技术层面，王勃华指出，目前薄

膜电池、有机电池、钙钛矿电池等创新

性产品正在全球不断推出，但在国内，

晶硅电池在市场上绝对领先，并对其

他技术形成压力，需要给新技术以市

场空间，支持新型电池技术研发。此

外，他还表示，一些新业态、新模式、新

产品正在加速涌现，但光伏支持模式

仍主要以地面电站和分布式电站为

主，对新业态支撑有待提升。

“2018年我国光伏产业在产能阶

段性与结构性供需失衡、产品结构单

一、企业差异性不大、标准检测认证体

系滞后等方面亟须调整。”吴胜武表

示，我国光伏行业应提升发展质量、加

大技术研发力度、实施智能化和精细

化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

本。同时探索尝试能源互联网、储能、

分布式发电交易等新兴技术与商业模

式，探索差异化竞争优势。

行业前景乐观
整合成为焦点

记者了解到，虽然2018年我国

光伏行业经历了一轮政策环境变化

引发的“阵痛”，新增装机同比下降，

但2018年年底以来第三批领跑基地

的奖励兑现、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和第

四批领跑基地即将到来，以及今年年

初平价上网试点项目政策的发布，则

为行业带来了重大利好。

与会业界人士多认为，虽然光伏

行业仍面临诸多困境，但前景仍然乐

观。王勃华表示，目前，全球已经有

146个国家设定了可再生能源目标，

一些知名跨国企业已经实现或制定

了100%的可再生能源使用目标。

谈及全球市场，彭博新能源财经

分析师刘雨菁预计，2019年，全球新

增装机超过1GW的市场将达到14

个，2019年~2020年，年度新增装机

同比增长平均速度约为 20%。同

时，中、印、美、欧、日以外的国家年度

需求占比将达到40%。

在近日召开的“光伏领跑基地

及平价（低价）项目开发研讨会”

上，PV InfoLink首席分析师林嫣容

也表示，2018年经历了全球组件需

求跌至91.5GW的低谷后，2019年

预期能复苏到112GW。据她介绍，

2020年是不少国家的能源政策节

点，预计全球安装量将进一步提升至

124GW。

而对于国内市场，从较长的时间

维度看，随着我国光伏行业提质增效

以及加速走向平价时代，有着较好的

前景。李琼慧指出，未来新能源开发

规模，从中长期看我国新能源仍将

快速发展，预计2025年，我国风电、

太阳能发电装机将分别达4亿千瓦、

6亿千瓦。短期看，经历了2018年

需求的下降后，业内普遍认为，2019年

下半年将迎来回暖。

对此，林嫣容预计，整体而言，此

次产业低谷可能延续到2019年4月

~5月，全年将呈现“上冷下热”趋势。

对于发展趋势，王勃华认为，行

业整合将成为未来的焦点。他进一

步指出，企业继续借助资本市场融

资，如IPO或借壳上市等，一旦成功，

募集资金将推动产能等持续扩张和

行业整合。

具体而言，在多晶硅行业，2019

年新增产能持续释放，中东部地区

硅料因成本原因将逐步淘汰，产业

布局将进一步往西部地区集中；在

硅片领域，隆基、中环、协鑫、晶科四

巨头格局初现，而且随着高效电池

产能越来越多，下游对硅片品质的

需求正在提升，增加了单晶硅片环

节进入壁垒；电池片方面，爱旭、通

威、隆基、展宇等异军突起，排名电

池产量前列；而在组件领域，按需生

产，开工灵活性大，不存在需要持续

性生产的问题，因此不会发生大的

整合，大企业因品牌、渠道等门槛继

续保持竞争优势。

政策扫清障碍
平价时代可期

2019年1月8日，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积极推进风

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有关

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成为今

年第一个支持风电、光伏发展的政

策，提振了行业的信心。

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

副处长徐国新指出，目前，部分地区

投资测算风电、光伏已基本具备发

电侧平价上网条件。但与此同时，

风电、光伏长期运行可能存在弃电

限电、参与市场化降价交易风险，也

存在着被征收附加税费等风险。另

外，非技术成本和运行期风险成为

风电、光伏实现平价上网必须跨越

的“绊脚石”。

据徐国新介绍，《通知》旨在探

索全面平价上网后的政策措施经

验，且对地方能源主管部门、电网

企业提出相关要求，同时给予优先

发电权、长期购电合同等优惠政

策，为平价上网扫清最后障碍。他

表示，2020 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光

伏电站可实现无补贴平价上网。

随着平价上网试点项目政策的

出台，平价时代也渐行渐近。电力规

划设计总院规划研究部新能源规划

处高级工程师程晨璐指出，“十三五”

后期，我国光伏将围绕高质量发展，

着力推动技术进步与降本增效，加快

摆脱补贴依赖，实现行业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

程晨璐表示，在“十四五”期间，

增量新能源全面实现摆脱国家财政

补贴依赖，逐渐实现市场化自主化可

持续发展是必由之路，但补贴退出、

平价上网并不意味着国家对于新能

源支持态度和支持力度的减弱。他

还表示，新能源平价时代，需要回归

新能源发电的电力商品属性，充分挖

掘新能源发电的电力商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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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光伏板的小光伏板的““大能量大能量””
在昔日的不毛之地上，坐落着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格尔木光伏电站。该电站目前装机690兆

瓦，设计年发电量12.21亿千瓦时，全部利用国有荒漠化土地分六期建成，现已全部投入发电。 樊永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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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

预测，2019年全球天然气市场供需将继续

保持宽松，天然气需求有望增至3.98万亿

立方米，同比增长3%。全球天然气产量

为4.09万亿立方米，同比增长3%。LNG

需求将实现较快增长，亚太LNG需求占比

将逼近80%。

2018年全球天然气消费
增速创五年新高

6版

本报讯 记者韩乾报道 近日，美

中能源LNG供应链体系启动仪式暨新

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标志着该体系的

正式启动。LNG供应链体系包括罐箱

制造、物流运输、用户保障等主要环节，

并建立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天然气集

装箱运转调度指挥系统和预警报警、快

速处置系统。

据记者了解，LNG即液化天然气的

英文缩写，是一种清洁、高效能源。

2017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石油

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指出，

到202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

中的占比力争达到10%左右；到2030

年，力争占比提高到15%左右。截至

2018年年底，我国天然气消费量或达

2600亿立方米~2700亿立方米，在一次

能源中占比不到8%。美中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曹国军在会上分析指出，如

果到2020年要提高到10%，则意味着

届时天然气的消费量达 4000 亿立方

米；占比若达到15%，对应的消费量将

达到7000亿立方米，未来天然气发展

空间巨大。

会上，美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还先

后与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代表签署

《LNG供应链体系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与山东日照经济开发区代表签署《LNG

罐箱（日照）生产制造基地战略合作协

议》、与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代表和富邦沃德（北京）科技管理有

限公司代表签署《LNG罐箱（天津）生产

制造基地战略合作协议》、与东方能源

有限公司代表签署《LNG罐箱出口与

LNG进口战略协议》。

平价时代渐行渐近 行业整合成为焦点

当前，我国光伏行业正处在
走向“平价时代”的过渡期，
行业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
性。随着各国对可再生能源
需求的提升，未来光伏市场
前景乐观，行业整合将成为
发展焦点。

本报讯 来自国网江苏省电力有

限公司的消息称，被喻为江苏“海上三

峡”的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项目，目前

已全部核准开建，项目计划于2020年

前建成。

江苏省发改委近日对外公布了24

个新核准海上风电项目，投资规模达

1222.85 亿元、装机规模 670 万千瓦。

其中，南通海域项目13个，盐城海域项

目11个。加上此前并网发电的302.5

万千瓦已建项目，江苏“海上三峡”风电

工程全部敲定。

根据国家《新能源产业振兴规

划》，2020年我国将在甘肃、新疆、河

北、吉林、内蒙古、江苏6个省区打造

7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其中江苏

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海上为主的风电

基地。

据了解，鉴于丰富的滩涂资源和海

上风能资源，江苏海上风电在全国率先

起步。2004年，我国第一个风电特许权

项目就在南通如东落户。风电并网

13年来，江苏实现包括风电在内的新能

源全额上网消纳。 （刘宇轩）

江苏“海上三峡”风电项目全部开工

包括24个新核准项目，
计划2020年前建成

美中能源LNG供应链体系启动

浙江德清推进美丽乡村浙江德清推进美丽乡村““电气化电气化””助助力绿色可持续力绿色可持续发展发展
近年来，浙江省德清县大力推进美丽乡村餐饮、住宿、交通等领域的电能替代工作，推进全电厨房、房

车基地、全电民宿、全电农场等农村全电改造项目，大幅降低煤炭、柴油等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减少污染

排放，助力乡村绿色可持续发展。2018年，德清县全县实现替代电量7040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7.01

万吨，二氧化硫0.21万吨，粉尘1.90万吨。图为德清县义远有机生态农场的全电餐厅。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光伏产能存在成长中的和阶段性的过剩倾向，非技术成本和运行期风险成为风电、

光伏实现平价上网必须跨越的“绊脚石”

建立天然气集装箱运转
调度指挥等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