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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V规模化发展前景不容忽视

 根据《“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制定并实施绿色建筑行动方案，从规划、法
规、技术、标准、设计等方面全面推进建筑节能。新建建筑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提高标准执行率，推动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应用。据测算，全国现有及新增新能源建筑一体化潜在的市场装机容量，到2020年约10亿千
瓦左右，相当于新增368个葛洲坝或45个三峡。大规模推动新能源建筑一体化产业，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革命性
的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大力推动新能源建筑一体化产业，不但可以优化现行电力供应结构，同时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
成为生产生活必须，从而实现以消费的形式拉动内需，且效果非常可观。这将对我国的光伏建筑一体化产业的大规模
推广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9月18-19日于上海外滩浦华大酒店将要召开的2012中国(国际)光伏电站应用技术创新研讨会(简称PV Application 20
12)上，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光伏事业部及EMC专案部总监黄小东将从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变化、BIPV的发展规模
的演变以及BIPV补贴的逐年改变等方面做出详细的介绍，并对BIPV未来市场做出预测。

 黄小东先生表示，现在光伏发电与建筑结合的优势很明显：一是节省空间;二是可自发自用，减少电力输送过程的
能耗和费用;三是节约成本，适用新型建筑维护材料，替代了昂贵的外装饰材料(玻璃幕墙等)，减少建筑物的整体造价
;四是在用电高峰期可以向电网供电，解决电网峰谷供需矛盾;五是杜绝了由一般化石燃料发电带来的空气污染。但光
伏建筑一体化的商业化运作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对此，黄小东先生对媒体阐明了几点原：“我国发展光电建筑一体化
产业的主要障碍与国际上一样，仍然是太阳能电池成本较高。”据了解，目前我国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建设投资为20
-25元/瓦，虽然相比前几年已经大幅降低，但整体还是比较高，未来还需要从各个方面降低成本。二是光伏建筑一体
化的政策还不完善。据了解，可再生能源在光伏发电上落实不力，全国已经建成的并网光伏发电项目仅有极少数可以
拿到国家的上网电价;由于光伏发电不连续的特点，电力部门认为只是增加了电量，没有增加实际可调度的电力装机;
对于电力部门关心的安全性问题、规模应用对于电网的影响、无功补偿以及电网调度等问题都还没有相应的标准和管
理规程。三是基本标准、规范和技术要求不健全、不配套。生产光伏电池组件及配套蓄电池的企业，虽然都有较完备
的产品检测制度和方法，但有的企业贯彻执行不够认真;进入市场的少数光伏产品没有商标及完备的产品说明书和安
装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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