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2020.06.02 星期二
本版编辑：焦红霞 Email：zhgggb@163.com 热线：（010）56805053 0077视 野VisionVision

当前，部分海外经济
体正逐步放开经济活
动，5月以来，欧洲多
个国家已放松了为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
的限制措施，使一些
海外光伏市场出现回
暖迹象。

□ 王飞航

在山西省吉县屯里镇窑渠村村

口的荒地上，一座占地3.3亩的光伏

电站格外显眼：10排光伏发电板整

齐划一，400块蓝色多晶硅组件闪闪

发光……

窑渠村过去是远近闻名的贫困

村，全村1000多口人，2013年人均

收入只有2000多元。“我们村子在山

里，交通不方便，又没有可以开发的

煤炭资源，村民们脱贫增收缺少可靠

的门路。”窑渠村村干部刘创立说，

“直到2014年底，政府为我们村建了

一座100千瓦的光伏扶贫电站，给我

们带来了致富希望。”

“现在我们每天最关心的是天

气，只要有日头，村里就有收入。”刘

创立说，窑渠村年平均日照约2000

小时，从2015年1月7日并网发电，

这个光伏扶贫电站到现在已经发电

60多万千瓦时，实现收益超过50万

元，它就像一个“阳光存折”，为窑渠

村的扶贫事业不断注入能量。

“我瘫痪多年，不能下地劳动，自

从村里有了光伏扶贫电站，我每年都

能收到分红款，手里有了钱，日子也

越过越舒心。”窑渠村村民刘海鹏说。

据了解，窑渠村把光伏发电收

益的20％用于扶持无劳动能力的深

度贫困人口，40％用于救助本村因

病、因残、因学、因灾、因意外伤害等

原因致贫的农户，40％作为村集体

经济收入，用于集体公益性事业及

产业扶贫项目建设。在光伏扶贫电

站的富民效应下，窑渠村已顺利脱贫。

窑渠村的变化是山西近年来大

力发展光伏扶贫的一个缩影。山西

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建设光伏电站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14年被国

务院扶贫办和国家能源局确定为实

施光伏扶贫的首批试点省份。

截至目前，山西省光伏扶贫项

目建成并网总规模达到295.04万千

瓦，其中281.31万千瓦纳入财政补

助目录。

“截至2019年年底，山西光伏扶

贫累计结算收益16.78亿元，发放到

村13.71亿元，惠及6077个贫困村、

36.85万个贫困户。仅光伏扶贫一

项，贫困村年均可增收10万元以上，

有的多达40余万元。”山西省扶贫办

副主任张建成说。

今年以来，山西省专门出台政策，

要求2020年光伏扶贫发电收益的

80%重点用于贫困人口承担公益岗位

工资和参加村级公益事业劳务费用，

对因疫致贫返贫群众进行补助。

截至4月底，山西省光伏扶贫项

目已结算年度收益2亿多元，设置公

益岗位9.8万个，预计全年光伏扶贫

收益将达到17亿元，带动23万贫困

劳动力通过公益岗位和参加村级公

益事业实现人均增收5000元。

□ 本报记者 吴 昊

近日，海关出口数据显示，2020

年 4 月，国内光伏组件出口达到

5.46GW，同比下降4.69%，环比下降

27.1%。对此，业内人士认为，虽然受

到新冠疫情影响，但同比数据仅小幅

下滑，降幅远好于市场预期。当前，

部分海外经济体正逐步放开经济活

动，5月以来，欧洲多个国家已放松了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限制措

施，使一些海外光伏市场出现回暖

迹象。

不过，目前来看，由于海外疫情

防控效果难以预期，加之多边贸易风

险的上升，国际市场未来仍有较多不

确定因素。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

会太阳能光伏产品分会秘书长兼低

压电器分会秘书长张森接受记者采

访时指出，由于疫情对全球贸易都会

产生影响，今年下半年海外光伏市场

仍然要根据各国控制疫情的进展来

判断。

国际市场呈现不确定性

根据海关出口数据，今年4月，

我国光伏出口市场排名前五的国家

分别是荷兰、日本、西班牙、德国、美

国，合计出口 3.17GW，占整体出口

额 57.97%，且环比均呈现快速增

长。其中，欧洲市场强势复苏，需求

旺盛。

“欧洲疫情暴发较早，其中一些

国家采取较有力的管控措施后，同美

国和非洲等区域相比，得到了较快恢

复。”张森表示，由于作为光伏海外热

门市场的欧洲和东南亚，疫情管控较

好，所以一定程度上光伏出口有了一

些回暖的迹象。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孙广彬指出，今年第一季度，

国内在疫情影响下，产业工人返岗延

迟导致产量减少，同时国内物流受阻

和装机的延后，对国内生产和国内订

单交付产生了一定影响。疫情对海

外的影响主要发生在第二季度，海外

疫情致使南美、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

部分海外市场需求推迟延期，欧美日

等成熟市场影响小。预计在6月份

之后，全球装机量会加速增长，从全

年来看，光伏发展将好于同期其他制

造业。

不过，由于全球疫情动态和各国

经济重启进程不一，海外光伏需求的

两极分化趋势逐渐显现。隆基乐叶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全球市

场负责人王英歌告诉记者，目前欧洲

等一些区域正在逐步解禁，开始进入

复苏状态，但美国和拉美、印度等新兴

市场疫情仍然比较严重，还没有得到

较好的控制，情况尚不明朗。

在王英歌看来，海外市场目前存

在诸多不确定性，首先取决于不同国

家对疫情的控制情况，现在印度等国

还没有解禁，意味着其装机量要受到

很大影响；其次取决于疫情对经济的

冲击，比如，造成新兴市场汇率的波

动，从而给光伏投资带来较大的风险。

此外，国际贸易风险的增加，也给

海外市场带来新的难题。5月18日，

美国政府恢复征收此前已豁免的针对

双面发电光伏组件的进口关税，税率

从30%~15%不等，“关税大棒”再度

成为悬在光伏行业头顶上的“达摩克

利斯之剑”。同时，孙广彬告诉记者，

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还可能影

响各个经济体推动新能源发展的“坚

定性”，从而加剧海外市场风险。

龙头企业出海优势上升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数据显

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光伏

产品出口未能延续长期以来的上涨态

势，主要产品（硅片、电池、组件）出口

额 合 计 44.27 亿 美 元 ，同 比 下 降

7.9%。在需求放缓的情况下，2020年

一季度，主要光伏产品整体出口均价

同比继续呈下降趋势，其中出口占比

80%的组件出口均价环比呈加速下降

态势。

在光伏出口承压的同时，出口

份额也在持续走向集中。数据显

示，今年4月，组件出口排名前5位的

企 业 分 别 为 晶 科 0.77GW、晶 澳

0.63GW、隆基乐叶0.58GW、东方日升

0.46GW、阿特斯0.36GW，前5家企

业3月共计出口组件2.79GW，占国内

全部组件出口量的51.17%。“未来，光

伏出口的集中度会越来越高。”孙广彬

指出，今年全球装机量下滑，将会使中

小光伏制造企业成本增加，导致市场

份额进一步被综合性价比更好的企业

占据。

“光伏龙头企业出口的份额持续

上升，表明国内龙头企业的产品技术、

品牌、规模都越来越强，行业的整合度

得到进一步提升。”张森告诉记者，晶

澳、晶科、隆基、东方日升等龙头企业

抗压能力、融资能力较强，产业布局也

优于中小企业，在海外已经形成产业

链和供应链的闭环，面对疫情、贸易壁

垒等风险时，有很高的灵活度。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在新一轮光

伏出海中，不少企业采取了多元化的

布局，而不是依赖单一的市场。“鸡蛋不

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张森认为，采取多

元化的市场布局，会分摊掉一些突发状

况带来的风险。他指出，由于部分龙头

企业耕耘海外市场较早，同时具备多元

化布局和销售策略，所以不会因单一

市场的遇挫而遭到太大冲击。

“在每个主要市场，都有足够的品

牌影响力和客户资源，应对危机时，就

可以有效地分散风险。”王英歌表示，

面对疫情带来的海外市场的不确定

性，隆基一方面在全球订单上做适当

调整，适当地向表现良好的国内市场

倾斜；另一方面，在欧洲等率先复苏的

市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同时在

新兴市场，也密切关注其疫情的发展，

从而把更多的出货调整到疫情影响小

的区域。

在孙广彬看来，海外布局的多元

化还在于模式的多样化。据他介绍，

中国光伏行业的海外布局有三种模

式，第一是产品的出口；第二是在海外

开发电站，同时带动自己的产品需求；

第三是与跨国的电站投资商合作。“排

在前几位的企业都采用第三种模式，

龙头企业通过与全球领先的开发商合

作，使用最先进的产品，引领行业的发

展，有着更强的竞争力。”孙广彬表示。

海外市场前景可期

随着欧美等市场复工的逐步开

启，以及中国“630”节点的逐渐临近，

业内预计，市场需求将得到提振，尤

其是高效组件将备受青睐。长期来

看，光伏需求增长仍然是趋势，同时，

全球市场也将更加趋于多元化。根

据此前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的

预期，2020年全球将有22个市场新

增装机超过1GW，光伏需求不再依

赖于少数几个大型市场的趋势将越

来越明显。

由于对中长期全球市场的普遍看

好，去年以来，我国光伏产业有过一段

密集的扩产期。“扩产集中在龙头企

业，”孙广彬告诉记者，“因为技术进

步，光伏制造业每隔3年~5年，就会

出现一次迭代升级，对装备的要求

也会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扩产是

上更好的产能，使性价比最高的产

能供应全球市场。”

对此，张森表示认同。“企业的扩

产都是上最新的优质产能，有利于提

升竞争力，推动整个行业竞争态势的

上升，也促进了光伏企业走向海外市

场。”他指出，扩产可能会导致阶段性

的产能过剩和供需失衡，但长远来看，

有助于国内企业迅速在全球扩大市场

份额，也有助于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

替代传统能源的趋势。

在业内看来，过去两年是光伏技

术进步最快的时期，72片组件的功

率 从 325W 一 路 提 升 至 450W，

LCOE成本也随之屡创新低，而在当

前，疫情的冲击也在促使成本走向新

的低位。“疫情影响下，供需矛盾更加

突出，将使价格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

低点。”王英歌表示，目前大型地面电

站的系统造价已经出现2元/瓦~2.5

元/瓦的低价，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收

益率会显现出来，会有很多资本涌向

光伏产业。

“未来，海外市场将是光伏行业的

‘主战场’。”据张森介绍，非洲、拉丁美

洲拥有丰富的光照和土地资源，用电

需求未来也会有大幅的增长，这些因

素都会给光伏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

但是企业还需做好在这些市场的售后

和运维。目前，我们光伏的技术已经

领先，但在文化、品牌、售后和运维上，

企业有必要做更多功课。

（本文配图由隆基乐叶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

□ 褚晓亮 段 续 徐子恒

5月下旬，东北春耕春种接近尾

声，松嫩大地上一片新绿。近年来，

吉林省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保护性耕

作模式，一边推进秸秆还田，增加土

壤有机质，一边发展燃料化、饲料化

等秸秆利用新业态，肥了黑土地，富

了农户家。

“懒汉种地”不收秸秆

种地不用收秸秆——放在几年

前，在吉林省许多农户的眼里，这简

直是“天方夜谭”。但随着保护性耕

作模式的推广，这一“天方夜谭”渐

渐变成了现实。

松原市宁江区伯都乡农民孙凯

说：“按以前的评价标准，春耕时候，

看谁家能干又勤快，就看看他家地

里干不干净。但这几年，‘懒汉种

地’越来越流行。”

农民们所说的“懒汉种地”，指的

就是保护性耕作。秋天不收秸秆，春

天不烧秸秆，种玉米时不灭茬、不打

垄，直接在铺满秸秆的地里播种。

切断秸秆、挖开土壤、放进种

子、压实土层……免耕播种机以10

公里的时速驶过，复杂的播种动作一

气呵成。“黑土地上干‘绣花活’，耕种

效率大大提高。”吉林省双辽市宏野

农机种植合作联社理事长金铁英说。

通过财政补贴、试点推行等方

式，吉林在全省推广保护性耕作。从

“推着走”到“自己走”，从免费作业

“没人理”到有偿服务“排长队”，越来

越多的农民开始青睐“懒汉种地”。

2019年，全省保护性耕作面积突破

1000万亩，今年预计达到1800万亩。

废物利用 秸秆卖钱

在吉林，有的秸秆还了田，有的秸

秆卖了钱。在秸秆能源化、肥料化利

用方面，许多新业态正在蓬勃发展。

在梨树县，种粮大户张帅依托

500公顷玉米田，办起燃料颗粒厂，一

吨秸秆颗粒能卖500元；在松原市宁

江区，禾众科技公司用秸秆生产发酵

肥，远销山东等地；在扶余市，村民们

把水稻秸秆做成草帘、草绳卖给大棚

种植户，从事编织作业的农民每天能

赚100多元；在双辽市，水稻秸秆做成

的稻草砖远销日本，成了和牛爱吃的

饲料，1公顷秸秆能卖1000多元……

随着秸秆综合利用水平的提

升，许多农民还转行做起“秸秆经纪

人”。“团队一年能经手4万多吨秸

秆，收入30多万元。”扶余市秸秆经

纪人王国良说，他们一边沟通乡镇村

屯，组织专业人员收割收购秸秆，一

边将其送往生物质电厂和下游加工

企业，畅通了秸秆利用的各个环节。

吉林省发改部门和农业部门测

算，全省全年秸秆可收集利用量约

4000万吨。随着保护性耕作技术和

综合利用方式的推广，2019年秸秆综

合利用量超过2800万吨。吉林省发

改委副主任田富英表示，预计2020年

秸秆综合利用量超过3300万吨。

危中寻机 光伏企业集中“出海”
海外市场目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今年下半年仍要根据各国

控制疫情进展来判断

肥了黑土地 富了农户家
——吉林秸秆综合利用见闻

只要有日头 村里就有收入
——山西光伏扶贫富民记

隆基用100MW高效组件为菲律宾最大“风光一体化”发电项目助力

隆基携手Enel打造墨西哥最大双面光伏电站

山西吉县屯里镇的光伏扶贫电站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