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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峰：未来分布式光伏的关键词是质量

 未来十几亿，乃至几十亿千瓦光伏项目，其发电占比可能达1/4，或更高，没有严格质量标准无法支撑这样庞大的
行业。

 近年来，分布式光伏的繁荣是中国能源消费领域的一道奇景。仅2017年上半年，居民分布式光伏装机增长在所有能
源形式中一骑绝尘，增长700%。

 但无论是日本的千万屋顶计划，中国曾经的金太阳工程，分布式都曾经历过萌芽、停滞、高涨的相似发展曲线。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分布式光伏产业注定问题和蓬勃共存。

 在举国探讨能源转型和新能源的普及课题时，中国的分布式光伏未来的空间还有多大？当前应该引以关注的行业症
结在哪里？如何才能健康有序地推进产业进步？

 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李俊峰。

 一

 《中国企业家》：近年来，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越来越火爆，老百姓和电力公司的接受度也在提高，目前分布式光
伏发电的商业模式，你认为有哪几种？

 李俊峰：分布式是光伏发电最适合的一种技术，这是由于光伏发电技术的独有特性所决定的。首先是光伏发电项目
可大可小，小到几瓦，大到几百万千瓦都可以，第二是光伏发电没有转动部件，也没有高温部件，最适合太阳能无处
不在的特点。

 它的商业模式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由用户自己开发，也可以通过EPC的方式委托开发，既可以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也可以隔壁售电。如果按照融资方式分也有多种多样的模式，按安装方式划分有农光互补、鱼光互补等各种互补
系统，按经营方式划分，既可以是独立经营，也可以合作经营，又可以委托经营，总之，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组合不
胜枚举。随着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的不断扩大，相信会有更多的发展模式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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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家》：在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潜力有多大？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市场空间在哪里？

 李俊峰：分布式光伏发电潜力大到难以置信，一般来说至少有20亿千瓦的发展空间，最大潜力是各种各样的屋顶光
伏发电系统，按我国有3亿个家庭有独立的住房考虑，每户安装5个千瓦，全国就是15亿千瓦，再加上几万所学校、旅
馆、酒店的屋顶，以及几十亿平方米的工业厂房及仓储屋顶等，都是分布式光伏发电的理想场地。

 近几年的能源向分布式转型是全球的共同趋势，丹麦几乎全部是分布式能源，德国也有50%以上的能源系统是由分
布式能源提供的，2015年G7的领袖们甚至提出了到本世纪末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这就给光伏发电等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与之相比较，我国的分布式能源的占比还很低，其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需
要各个方面继续努力，让分布式光伏发电在能源转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企业家》：光伏发电补贴拖欠曾经一度很严重，在分布式光伏发电领域，补贴是否存在拖欠问题？

 李俊峰：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不是财政补贴，而是通过征收可再生能源附加实现的，造成拖欠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懒
政的结果，目前的附加额度是2013年确定的，当时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不到1亿千瓦，发电量不到2000亿千瓦时，2017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了3亿千瓦，发电量超过6000亿千瓦时，征收额度没有增加，又加之应收未收问题也
很突出，从而造成了补贴拖欠。

 《中国企业家》：国家相关政策方面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李俊峰：国家需要完善的政策是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与补贴发放制度，前者既需要依据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适时增
加征收额度，并需要足额征收，后者要做到及时发放，也要简化发放程序。

 其实我国对煤电的污染治理每千瓦时补贴了三分钱，每年高达1300亿元，是可再生能源补贴的两倍，没有出现拖欠
的原因是这一部分不是以附加的方式征收，而是全部含在上网电价之中了，可再生能源补贴也可以学习煤电污染治理
补贴的方式，含在电价之中，这样做既简化了补贴发放程序，又避免了政府的懒政和部门之间的扯皮，造成补贴的迟
发，进而阻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此外，还可以考虑把我们自己在国际上常用的一个基本原则用到国内来，那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
能力原则”。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通过大量消耗化石能源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也占用了我
国非常稀缺的环境容量，因此这些地区应该承担更多的发展转型、能源转型和生活方式转型的责任，同时，发达地区
经济承受能力强，有条件消纳更多的清洁能源。依据这些原则，国家可以考虑给东部发达地区更多的责任，消纳更多
的可再生能源。这样做不仅解决了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消纳问题，还可以加快东部能源转型和环境治理的步伐。

 二

 《中国企业家》：有业内人士称，2020年，分布式光伏发电将取消补贴，你是否认同这种说法？这对光伏行业会带
来哪些利好和挑战？

 李俊峰：光伏发电，包括分布式光伏发电何时取消补贴要依据以下三个方面的进展情况。首先是光伏发电的技术进
步与成本下降的实际情况，第二是国家能源转型的需要，第三是国家污染治理的需要。

 第一个情况，一般估计2025年光伏发电的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就可足以让补贴制度退市。同时我们高兴地看到，许
多光伏企业家有信心在2022年，乃至2020年实现平价上网，总之光伏发电补贴退出机制已经进入倒计时，需要政府和
市场共同积极应对。第二及第三个情况就要看我们的理念改变了没有。

 2017年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蓝天保卫战初战告捷，其基本单位经验就是大幅度提高清洁能源的比例，这一经验可以
被长三角等污染严重地区效仿。总之国家能源转型和环境质量改善，会给光伏发电等清洁低碳能源的发展提供更大的
市场空间。

 《中国企业家》：如果说2017年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发展关键词是扩大规模，未来3~5年，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关键词
会是什么？

 李俊峰：未来3~5年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关键词是质量，每一个光伏发电项目，不论系统大小都要有稳定运行、安全
服务25年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光伏发电产业链各个环节上确保质量是关键，光伏发电也要有工匠精神，每一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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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每一个工程都要做到匠心独具。

 未来十几亿，乃至几十亿千瓦光伏项目，其发电占比可能达1/4，或更高，没有严格质量标准是无法支撑这样庞大
的行业健康发展的。所以我说要用“工匠精神”发展光伏项目，质量要上去，品味也要跟上时代潮流，美丽中国的光
伏项目也必须是“美”的。

 《中国企业家》：2018年及未来的几年，你预测会有什么新的政策动向？

 李俊峰：稳定规模，确保光伏发电在平价上网的“最后一公里”政策的连续性，从而大幅度提升光伏发电的显现度
，使之在能源转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是光伏新政的亮点，也是行业的期盼。

 为什么把平稳过渡放在重要的位置？是因为社会上有很多的不同声音，比如去年光伏装机新增超过5000万千瓦，有
人说发展太快了，其实，光伏发电装机五个千瓦的发电量和一个千瓦的煤电差不多，去年煤电装机在各方面的努力控
制下，总算没有超过5000万千瓦，其新增的发电能力超过2000亿千瓦时，是光伏发电30年发展累计形成的发电能力的
两倍多，不仅挤占化石能源的发展空间，也加剧了煤电内部的竞争压力。所以在制定光伏发电政策时，要全面思考，
谁多谁少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了。

 《中国企业家》：现在，这个行业非常热，无数企业一头扎进去，对于目前行业的火爆，你有哪些理性的意见建议
？

 李俊峰：光伏发电已经从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为一个充分竞争且技术更新极快的行业，有赢家通吃的可能
性，每一个企业既要有不进则退的危机感，又要有不断创新和进步的责任感，推动行业的整体进步。

 这个行业的参与者应该认真考虑智慧电网、电动汽车、储能技术与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融合发展，因为它们都
是以电力电子技术和材料技术支撑的新型产业，他们的成功就是对化石能源的彻底颠覆，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空间对
所有的投资者都是有诱惑力的，当然，对准备新进入的投资者，还是那句老话，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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