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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璐

“5·31”断奶政策带来的冲

击波，让光伏业在2018年交出

了新增装机历史第二高的成绩

单，而产业链上的企业则是“喜

忧交加”。2019年国家能源局

将按照是否需要补贴对光伏业

进行“双轨管理”，其中需要国

家补贴的项目原则上均应采取

市场化竞争方式确定建设项目

和补贴标准，相关政策将尽快

出台。

虽然业内对今年整个国内

市场情况预期乐观，新增装机

规模预计在35GW到 45GW，

国外装机也是遍地开花的局

面，但整体需求或出现“上冷下

热”的情况，整合将提速。

喜忧交加
新增装机历史第二高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

2018 年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4426万千瓦，仅次于2017年新

增装机，为历史第二高。其中，

集中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分别

新增2330万千瓦和2096万千

瓦，发展布局进一步优化。到

12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

到1.74亿千瓦，同比增长34%，

其中，集中式电站12,384万千

瓦，分布式光伏5061万千瓦。

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

利用水平也在不断提高。2018

年，全国光伏发电量1775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50%。平均利

用小时数1115小时，同比增加

37小时；光伏发电平均利用小

时数较高的地区中，蒙西1617

小时、蒙东 1523 小时、青海

1460小时、四川1439小时。

弃光的现象也进一步好

转。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司副司长李创军介绍

说，2018年，全国光伏发电弃

光电量同比减少18亿千瓦时，

弃光率同比下降2.8个百分点，

实现弃光电量和弃光率“双

降”。弃光主要集中在新疆和

甘肃，其中，新疆（不含兵团）弃

光电量21.4亿千瓦时，弃光率

16%，同比下降6个百分点；甘

肃弃光电量10.3亿千瓦时，弃

光率 10%，同比下降 10 个百

分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5·31”

政策让光伏产业链上的企业

“几家欢喜几家愁”，这从上市

公司的业绩上就可见一斑。爱

康科技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120.35%~208.49%，晶体生长

炉设备龙头晶盛机电预计去年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5.61亿元~6.77亿元，同

比增长45%~75%；中利集团业

绩也是预增，幅度在 8.01%~

57.10%。

但在中游组件端，单晶龙

头隆基股份、中环股份以及多

晶龙头协鑫集成的表现，则反

映了该环节激烈的竞争状况。

其中，隆基股份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61

亿元~27.61 亿元，同比下滑

22.55%~25.36%，是 5 年来首

次出现净利下降。而协鑫集成

则可能面临着计提较大坏账的

风险。因此，去年净利润存在

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亏损4.00

亿元至盈利0.50亿元，同比下

滑17.77倍至增长1.10倍。

双轨管理
补贴标准待出台

“光伏发电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李创军表示，“2019年，我们将

以推进光伏发电高质量发展为

主线，继续推动光伏产业发展，

保持光伏产业合理的发展规模

和发展节奏。进一步完善光伏

发电建设管理，根据产业发展

实际，2019年光伏发电将分成

两大块：一块是不需要国家补

贴的光伏发电项目，另一块是

需要国家补贴的光伏发电项

目。按照这两块管理。”

今年1月9日，风电、光伏

行业迎来了首份发电平价上网

政策，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联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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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平价、低价

上网项目将不受年度建设规模

限制。

李创军表示，对于不需要

国家补贴的光伏发电项目，在

符合规划和市场环境监测评价

等管理要求、落实接网消纳等

条件的前提下，由省级能源主

管部门组织实施。企业可按要

求向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申报平

价上网项目，不需要向国家能

源局申报。

水电水利规划总院副处长

徐国新分析称，《通知》要求各

地政府在土地利用及土地相

关收费方面予以支持，避免不

合理收费，但由于缺乏后续奖

惩措施，预期成效可能会打一

定折扣。而首次对平价项目核

发绿证，支持力度超过以往政

策，预期成效良好。接网工程、

就近交易、执行电价政策有望

取得比历史实践更好的效果，

消纳政策首次提出对限电电量

通过给予优先发电计划获得补

偿，但操作有点复杂，是后续实

施的关注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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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需要国家补贴的光

伏发电项目，除国家政策特殊

支持的项目外，原则上均应采

取市场化竞争方式确定建设项

目和补贴标准。具体政策，目

前我们能源局正和有关部门抓

紧研究，将尽快出台。”李创军

透露。

有消息称，有关部门召集

了十几家光伏企业代表就电价

政策草案听取意见。

“上冷下热”
整合提速

“2019年光伏市场前景比

较乐观，目前国际装机市场正

在形成遍地开花的局面。”中国

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王勃华判断。

据了解，在国内市场调整

的同时，欧盟对我国长达五年

的“双反”告一段落。2018年

光伏产品（硅片、电池片、组件）

出口总额161.1亿美元，是双反

后 最 高 水 平 ，同 比 增 长

10.9%。我国已有超过20家光

伏企业通过合资、并购、投资等

方式在海外布局产能，主要集

中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

国家。

“中国市场是相对乐观

的。发展到现今，中国市场仍

然是政策导向的市场，当然，全

球也一样，政策对于产业发展

的影响非常大。即便是真正实

现平价上网后，我们仍然需要

政策的支持。”王勃华预计，

2019年国内光伏新增装机规模

在35GW~45GW。

PV InfoLink 研 究 报 告

指出，虽目前看来 2019 年一

季度可能淡季不淡，但由于

今年中国内需较集中于下半

年，加上海外市场如欧洲、美

国等通常也在下半年需求较

佳，使得今年度需求应是呈现

上冷下热的态势，目前预期农

历年后仍将迎来今年较淡的

需求时点，整体供应链从硅料

到组件皆仍将出现跌价。特

别是组件端，即使下半年需

求回温，涨幅可能不若中上游

明显。

王勃华认为，当前市场需

求与补贴拖欠之间不协调，

2018 年光伏缺口或超 600 亿

元；同时，稳增长与行业整合之

间也存在着不协调，当前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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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行业

整合将成为未来的发展焦点，

企业排队IPO，继续借助资本市

场融资，一旦成功，募集资金将

推动产能的持续扩张和行业

整合。

他判断，2019年多晶硅新

增产能持续释放，中东部地区

硅料成本原因将逐步淘汰，产

业布局将进一步往西部地区集

中；硅片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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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游对硅片品质的要求正在提

升，这增加了单晶硅片环节的

进入壁垒。

□ 新 文

近年来，储能产业“蹭”着

清洁能源的热度快速发展，在

解决“弃风弃光”的消纳问题上

被寄予重望。

2018 年 12月 29日，由中

国三峡集团建设的国内首个大

型平价上网项目在青海格尔木

正式并网发电。该电站平均电

价0.316元/千瓦时，低于青海

省火电脱硫标杆上网电价

0.3247 元/千瓦时。尽管国家

能源局已明确2020年前光伏

发电仍有补贴，但在电站指标

竞争性配置的制度设计下，

2019年必然会“以点带面”，开

启光伏平价时代。

随着储能技术的快速提升

和成本的不断下降，“光伏储

能”将在未来能源领域扮演重

要的角色，预计2019年将有更

多企业布局这一领域。

“清洁能源+储能”
是未来能源革命方向

“如果没有储能解决方案

的配套，光伏未来20年内替代

常规能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近日，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

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黄河公司）董事长谢小平

对媒体表示。

6月1日，国家发改委、财

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

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

的通知》（业内称“5·31”新政），

对光伏行业的控制力度空前，

涵盖限制新建规模、降低补贴

强度和电价等措施，被业内称

为“史上最严厉光伏政策”。

“5·31”新政下发后，国内

光伏电站装机量需求大幅缩

水，光伏市场出现动荡，不少仅

聚焦于国内市场的中小型光伏

制造企业面临停产窘境。

他指出，“清洁能源+储能”

是未来能源革命的方向。“由于

间歇性和波动性的缺陷，光伏

尚不能在电网中独立存在，只

有储能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或

以其他能源做补充，才能实现

替代常规能源。”谢小平说。

“光伏+储能”将成
最便宜能源

光伏产品制造商隆基绿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振国

受访时表示，“十年之内‘光伏+

储能’将成为最便宜的能源，光

伏取代传统化石能源是一件必

然的事情。”

李振国提出“结合式储能”

这一概念。由于太阳能的不连

续性，储能问题是影响光伏产

业发展的一大问题。但李振国

认为，储能问题并非难以解决，

而是有多种方案。“未来的能源

不会单纯地依赖某种储能形

式，而是多种方案的结合。”他

表示，目前化学储能的成本降

到了10年前的1/3，依靠地势

落差来抽水蓄能也是比较成熟

的方案。另外，电动汽车的普

及也会对能源的平衡起到重大

作用。

“光伏+储能是人类未来能

源的终极解决方案。”李振国

说，一旦与储能相结合，太阳能

的无限性和光伏发电的经济性

必然使得光伏在未来取代传统

化石能源。

但谈到该模式的应用情况

时，李振国坦言，光伏发电与储

能结合的模式还在路上。他认

为水电与光伏具有很好的互补

性。例如，在旱季枯水期，太阳

能通常来说比较丰富，可以利

用光伏发电，而到丰水期则可

以进行水力发电；又或者，在白

天使用光伏发电，同时抽水蓄

能，晚上再用水力发电，做到发

电与储能之间的平衡。“但目前

这种水电与光伏相结合的模式

还没有被充分利用。”李振

国说。

他认为，到2030年，光伏

将具备大规模替代传统能源的

条件，光伏的规模可能达到千G

瓦级别的起步阶段。

□ 宗风岚

截至目前，A股53家光伏

概念股中，已有35家光伏公司

发布了 2018 年年报业绩预

告。从预告看，忧喜参半。其

中，2家扭亏，14家预增或续

盈，5家首亏，12家预减或略

减，1家续亏，1家不确定。

在已公布年报业绩预告的

35家光伏公司中，16家业绩向

好。一些光伏设备龙头产商业

绩维持不错的增长。

晶体生长炉设备龙头晶盛

机电去年实现净利润为5.61

亿元~6.77 亿元，同比增长

45%~75%；光伏电池片设备

龙头捷佳伟创去年实现净利润

为2.85亿元~3.25亿元，同比

增长12.19%~27.93%；多晶硅

料端龙头企业通威股份业绩

去年实现净利润为20.12亿元

~21.13 亿元，较 2017 年同比

增长0%~5%。

去年净利润增长幅度最多

的是亚玛顿，预计2018年度净

利润 9800 万元 ~10,800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526.24% ~

569.74%；公司业绩扭亏为盈。

逾半数公司预告业绩下

滑，产业链各龙头公司更具行

业代表性，有18家公司业绩下

滑。珈伟新能披露2018年度

业绩预告，预计2018年亏损

19.5亿元~19.55亿元，而上年

同期为盈利31,482.03万元。

公司业绩为首亏，亏损主要原

因是商誉减值，共计13亿元。

天龙光电业绩预告也为亏损，

报告预计2018年净利亏损1.5

亿元~1.55亿元，上年同期盈

利6702万元。亏损原因主要

受光伏新政影响，公司销售订

单减少，收入比上年同期减

少。此外，根据业绩预告，单晶

龙头公司隆基股份、中环股份，

多晶龙头公司协鑫集成去年净

利润均有所下滑。由于去年行

业环境不佳，造成客户还款难

度增加，协鑫集成可能面临着

计提较大坏账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公募

基金披露的四季报，电气设备

重仓股市值占全部重仓股市值

比3.83%，环比上升1.08%，其

中光伏板块增长最为明显，光

伏重仓股持仓占比从2018年

第三季度的0.80%升至第四季

度的1.49%，环比增加0.69%。

机构分析认为，光伏行业

低潮已过去，政策底已出现。

在光伏行业持续降补贴的背景

下，光伏设备行业将迎来发展

黄金期。上海证券认为，2019

年光伏上网电价政策开始讨

论，预计也将很快出台。光伏

行业自“5·31”政策以后，行业

边际向好；叠加海外需求超预

期，2019 年海外需求有望达

80GW，行业需求持续向好。

银河证券分析认为，由于政策

改善带动新能源板块情绪修

复，光伏持仓出现较大幅度回

升。自2018年11月2日国家

能源局相关领导在座谈会上明

确表示将提高“十三五”光伏建

设目标，光伏板块启动修复行

情。此后，推进平价上网项目

等一系列政策的密集性出台，

叠加国内组件出口快速增长的

影响，拉动情绪持续回升。

国海证券认为，在光伏行

业持续降补贴的背景下，加速

工艺和设备的升级将成为行业

竞争的主旋律，光伏设备行业

迎来发展黄金期。在技术快速

迭代的背景下，设备龙头凭借

先发优势受益明显。

□ 林伯强

近年来，中国光伏产业的

发展全球瞩目。大规模的产业

应用和不断加强的技术研发力

度促成了大幅度的成本下降，

2007 年 光 伏 组 件 价 格 为 30

元/瓦左右，2012 年就下降至

10 元/瓦左右，2017 年价格已

经降至2元/瓦以下，大致相当

于累计装机每翻一倍，产品成

本降低35%。这一定程度说明

政府新能源补贴卓有成效，中

国光伏产业从无到有，实现全

球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全。

从光伏上网电价政策出台

以来，光伏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特别是2017年，光伏产业

呈现爆发式增长，中国累计光

伏 装 机 并 网 容 量 达 到

130.25GW，同比增长 68%，其

中，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容量

100.59GW，分布式累计装机容

量29.66GW。2017年全年中国

累计和新增装机容量均位列全

球第一。2018年上半年，中国光

伏产业发展仍旧保持着强劲的势

头，中国累计光伏装机并网容量

达到154.51GW，新增光伏并网

装机容量达到24.31GW，与上年

同期增长持平。

随着光伏产业规模的扩

张，总补贴数额也在急剧增

长。按平均上网电价简单计算

新能源补贴总量，2017年补贴

急速扩大到接近960亿元。

笔者认为，政府需要加强

补贴政策设计。

首先，应该给光伏补贴一

个下调的预期。下调的预期能

给一些光伏企业缓冲的时间，

以及做好准备。政府可以向德

国学习，提前发布明确的补贴

降低与退出时间表，给予市场

确定的预期，也可以一定程度

上抑制抢装等行为带来的低效

装机。有预期的补贴减少可以

倒逼光伏企业更加主动地降低

成本，也可以促使他们选择更

经济性的项目，包括研究消纳

问题和如何更好地实现发电与

用电的结合，以保证项目收益。

其次，政府应该改变补贴设

计，采取份额补贴。换句话说，

政府应该合理地设置能够获得

补贴的规模限额，以防止光伏企

业不考虑市场快速扩张，带来产

能过剩和补贴浪费。通过改变

补贴设计，转变为份额的补贴形

式将一定程度减少政府的补贴

负担。而且，设置补贴份额有利

于使国内光伏市场的需求稳定

在合理的水平，这将有益于光伏

产业的健康发展。

再次，政府还应该改变产

业链的补贴点，将补贴用来支

持光伏的技术创新。只有技术

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才是永久

的。21 世纪必然是新能源的

发展世纪，这是共识，而新能源

创新最重要的突破会是太阳

能。太阳能领域创新将改变整

个能源系统。光伏的研发与技

术进步仍然需要充分的资金支

持，政府需要通过更好的补贴

设计，使得补贴政策有更大、更

灵活的操作空间，并立足长远

解决光伏发展问题。

最后，利用目前产能过剩，通

过降低非技术成本和采用其他政

府工具，如绿色证书、优先调度

等，有效推动光伏平价上网。

新增装机创新高 光伏产业整合提速
2018年光伏发电新增装机4426万千瓦，仅次于2017年新增装机，为历史第二高

光伏+储能：未来能源终极解决方案
太阳能的无限性和光伏发电的经济性必然使得光伏在未来取代传统化石能源

年报预告喜忧参半
光伏设备将迎发展黄金期

光伏政策应有益于产业健康发展

点 睛

西宁西宁7575..44兆瓦兆瓦
光伏扶贫光伏扶贫电站并网电站并网

国家电网西宁供电公

司对外表示，青海西宁75.4

兆瓦光伏扶贫电站全部完

成并网，惠及330个贫困村

10,879户人口。图为青海西

宁建设的光伏扶贫电站。

罗云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