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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从“制造大国”到“应用强国”

云南昭通宁边光伏发电站  摄影/人民网杨迪

 秋日的天空，清静高远，站在云南昭通大寨子乡雨霏村尖山山顶，放眼望去，一块块“蓝莹莹”的太阳能光伏板沿
着山势整齐排列。昭通宁边光伏电站的负责人詹正旺向记者介绍，尖山海拔在3000米以上，由于当地气候条件恶劣，
土地贫瘠，经济条件比较差。宁边光伏电站在这里投产后，对于优化本地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改善经济状况等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效应。

 “光伏电站在我们这里生根，是本地老百姓的福音。”正在带领小学生参观电站的大寨子乡雨霏小学校长杨志斌高
兴地说，光伏电站绿色环保无污染，电厂还给山里辅了路，既改善了山区的交通，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经济实惠。

 宁边光伏电站是近年来我国光伏产业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及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在政策暖风的频频吹送下，我国光伏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技术水平不断提
升。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迅速落地生根，中国光伏企业正在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浴火重生：国内装机量连续5年全球第一

 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历程，可谓悲喜交织、百味俱全。

 曾几何时，凭借成本优势和政策支持，中国光伏产品不断扩张产能，并迅速占领国内外市场。但是，2012年欧美国
家出台光伏“双反”政策，致使盲目扩张中的中国光伏企业受到重挫，半数以上企业停产或半停产，部分骨干企业面
临破产、倒闭风险。

 在光伏产业危机持续恶化之际，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这被当时深陷低谷
的光伏界视为“福音”，为光伏企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由此，中国光伏产业拉开了重新崛起的大幕。

 2013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随即，各相关部门积极落实意见精神，配套
措施相继完善。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斡旋下，光伏贸易纠纷得到妥善处置，中国光伏企业重新拾回发展信心，以技术创
新为代表的新一轮光伏产业得以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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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随着工信部、国家能源局、国家认监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意
见》出台，光伏“领跑者计划”进入公众视野，成为中国推动光伏产业发展，引导光伏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推
手。

 2016年12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底，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05亿千瓦以
上。

 ⋯⋯

 历数我国已经出台的光伏产业发展政策，涵盖了包括产品制造、市场应用、财税、价格、补贴、土地管理等产业发
展的各个方面。中国政府在短短5年内，迅速地营造出了一个有利于产业发展和互补配套的政策环境。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中国的光伏企业重新由稚弱开始走向强壮，并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副主任、原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王斯成介绍，2013年，中国光伏的国内装机量
一举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到2017年，已经连续5年稳居全球首位。2016年全球光伏累计装机量303GW，其中，
中国的光伏装机量达到了78GW，占全球总量的25.7%。

 “时至今日，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能源产业竞争的焦点，用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已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光
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指出，随着这股大潮，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了解可再生能源、了解光伏。从城市到农村，光
伏的技术及应用知识正在逐步深入人心，光伏的普及度迅速扩大、蔓延。

 创新发展： “光伏+”推广普及

 2015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一位15岁的留美中学生首次提出了“熊猫电站”的创意，希望将中
国国宝大熊猫的形象与象征绿色未来的光伏电站结合起来，得到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等的高
度肯定和支持。

 仅仅不到两年时间，2017年8月，全球首座熊猫电站在山西省大同市正式落成。从空中鸟瞰，两只利用太阳能电池
板黑白色差组成的大熊猫憨态可掬、栩栩如生。据了解，熊猫电站采用了30 多项技术和科技创新，其中8 项创新为行
业内首创。大同市副市长马安全在电站落成仪式上指出，熊猫电站的创意是“光伏+”的创新，它将光伏+旅游、光
伏+科普、光伏+教育变为了现实。

 近年来，随着我国光伏产业在节能减排、清洁利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光伏应用在全国各地被迅速推广普及，村
级电站、农户光伏、水库光伏、渔光互补、农光互补、滩涂分布式光伏等“光伏+”新型产业模式如雨后春笋般不断
涌现。

 与此同时，技术创新水平也在不断升级，光伏产品组件功率基本以每年1至2档的速度提升，一批高效电池技术加速
导入产业化。光伏骨干企业抓住时机对现有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期抢占先进技术的制高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加强技术研发，力求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成本。”谈起集团旗下的光伏企业永祥
股份的发展历程，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回忆，2012年，受欧美“双反”等多重因素影响，作为
太阳能光伏板主要制作材料的多晶硅价格从每吨300万元一路下滑到10几万元。当时，永祥股份经营得十分困难。

 刘汉元称，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这几年永祥股份先后经历了四次技改升级，将太阳能光伏板主要原料多晶硅的生
产成本降至每吨6万元以下，并且通过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累计申报专利80余项。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资料显示，随着国际上光伏技术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国内领跑者先进技术指标已从16.5-17%
调高至17-17.8%，市场对技术创新的要求更加严苛，技术竞争的激烈程度将进一步加剧。

 百舸争流不进则退。对于太阳能新时代下的光伏企业来说，只有继续加强研发，持续投入技改，才能长远保持核心
竞争优势。重压之下，中国光伏产业向世人展现了自强不息、勤劳智慧的优秀品质，新能源微电网、移动互联网APP-
绿信、智能飞控设备、智能运维中心⋯⋯一项项光伏创新技术和产品正在源源不断地从图纸走入现实。

 “中国光伏产业充分地诠释了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发展理念’。”王斯成称，21世纪初，中国光伏还处于简单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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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加工出口的阶段，被称之为“三头在外”（多晶硅原材料在外，制造装备在外和市场在外）。而今天，我国的
多晶硅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自给率超过50%，国内光伏制造装备的90%已经国产化。在光伏制造技术上，中国已
经超越了全球所有发达国家。

 “创新是产业发展永恒的课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驱动力。”王勃华强调，只有通过技术的不断进步，才
能实现光伏产品和光伏发电成本的不断下降。只有持续投入技改的企业，才能长远保持核心竞争优势，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借势前行：“走出去”蹄疾步稳

 2016年11月，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全球近200个国家共同达成这一协定。伴随协定生效，将带
来大量的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投资需求，而光伏作为最自然的选择，必将成为各国政府替代传统能源的最有效手
段之一。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光伏产业的迅猛发展，近年来，中国光伏产品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特别是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的光伏企业凭借良好的产品质量及平价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受
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遍欢迎。

 “熊猫电站是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的首个落地项目。”熊猫绿能集团首席执行官李原介绍，在20
17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熊猫电站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计划》项目清单。根据行动计划，我国将在菲律宾、斐济、泰国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建设熊猫电站，为各国提供一揽子能源解决方案。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有约20 家光伏企业在全球近20 个国家开设工厂。其中，中国硅
片的主要出口市场正在由中国台湾向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市场转移；组件出口市场则正在由欧美日成熟市
场转向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墨西哥等新兴市场。中国光伏产品对单一地区过度依赖的市场格局已经一去不复返。

 “光伏产业是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张崭新名片。”王勃华称，中国光伏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明显、产业链配套
齐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拥有丰富的大工业生产组织和管理经验，同时，生产技术的领先促使生产成本持续下降
，这些都有利于中国企业大规模地争取国际市场。

 “当前，中国光伏产业还存在着国内市场发展空间小、民营企业融资难等问题。”王斯成指出，“一带一路”倡议
为中国制造业开启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现在中国的光伏产品每年可以为国家赚取近200亿美元的外汇。在国家促
进光伏企业海外投资利好政策的引导下，中国光伏企业“走出去”，将会迎来更多市场增长空间。

 舞中国梦想，扬希望风帆。党中央为光伏产业描绘出了美好的“中国梦”。在各项优惠政策的支持和带动下，中国
光伏产业已经走上“梦圆中国”的康庄大道。在未来，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光伏产业新技术、新应用的需求
与日俱增，中国光伏从“应用大国”到“出口强国”的梦想必将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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