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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光伏配额制的几点趋势与建议

 有消息称，能源局为了弥补新政带来的负面影响，计划在近日推行光伏配额制度。此前2018年3月23日国家能源局
发布《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是：

 1、以省级政府为单位制定全国各地配额制方案和保障政策。

 2、电网企业负责完成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在市场机制无法保障可再生能源电力充分利用时，按照各省级人
民政府批准的配额实施方案进行强制摊销。

 3、承担配额义务的企业有：省级电网、配售电公司、自备电厂、直购电用户。

 4、支持可再生能源跨省交易，电力机构优先交易可再生能源。

 5、光伏等新能源发电企业可根据发电量获得可再生能源证书，价格由市场交易形成。光伏等新能源价格由各级电
网公司提出定价方案，报主管部门备案。

 这个政策的核心可以归纳为：各省下发可再生能源应用目标，电网执行，光伏等新能源企业用证书“领钱”。

 配额制的好处是权责清晰，规定了各个部门承担的义务。但里面存在几个问题：

 1、新能源发电企业作为新能源电力的提供者，在其中存在感薄弱，规定光伏、风电定价由市场交易形成，但这个
价格是如售电市场一样实时波动的，还是由电网规定一个价格，抑或是根据光伏、风电企业的成本基础，进行顺价销
售，现在还不得而知，同时这一价格执行多久也未可知。如果完全市场交易化，目前光伏电站业主是没办法计算内部
收益率（IRR）的，也不敢冒险投资。

 2、目前风电价格更加便宜，从去年施行的绿证看，风电的销量远高于光伏，因此配额制对于光伏的促进可能有限
。此外，对于高耗能的用能企业，是否能出台针对性的强制购买绿证措施，促使其自建光伏或者与新能源企业合作，
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3、核心问题仍未解决：资金从何而来？笔者看来可能不外乎三点：电网等企业提高售电价格用于购买绿电；电网
等企业内部让利，调低过网费用；仍然以火电脱硫电价为基准购买光伏电力。

 如果光伏在其中执行脱硫电价为基准这里面形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悖论：光伏之所以需要配额制就是因为现在离平
价上网还有最后一段路，但配额又让其提前做到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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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改革要承认电网功绩，考虑电网利益

 而如果让电网企业内部让利，对电网公司的利益也是一种损害，光伏发展不应是侵略性的。整个国网公司的年净利
润约500亿，相对几万亿的销售额并不算高，在3％以下。而且目前提出的隔墙售电等策略，其实也应该多考虑一下电
网的利益，这也是对中国坚强电网给社会带来贡献的承认。

 需要看到，国家电网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义务和政治任务，在这里摘一则新闻剪辑：

 “十二五”期间，玉树电网建设投资达52．69亿元，推进330千伏主网架加强和配电网升级改造，共计新增变电容
量39．5万千伏安、新建及改造线路2313公里。玉树电网最高电压等级由35千伏提升至330千伏，区域电网发展实现全
面升级，网架结构进一步优化，为玉树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电力保障。

 新成立的国网玉树供电公司供电区域面积26．7万平方公里，下辖玉树市、称多县、囊谦县、杂多县、治多县、曲
麻莱县6个全资县级供电公司，供电人口约40万。随着国网玉树供电公司的成立，玉树地区电价将全面实现城乡各类
用电同网同价及大电网延伸下的户户通电。“十三五”期间，国网玉树供电公司将围绕玉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布局，
落实脱贫攻坚工作要求，规划投资80．65亿元，助推玉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人口仅40万的玉树，投资80．65亿，平均每人身上投入2万元，2017年国网玉树市供电公司电费回收6434．4万元，
算上给发电企业的费用，电网公司肯定是巨额亏损的。

 因此，在希望电力体制改革的时候，外界如果只盯着经济效益最好的区域，并希望电网公司主动让出来，是不现实
也是不合理的。中国的电力体制仍然不是纯粹的市场化行为，居民与工业用电交叉补贴，边远山区援建等项目等等使
得我们的改革如果不是从上至下整体进行，类似配额制这样的方案在其中推进可能阻力很大。

 配额制：一元补贴政策与多元化去补贴政策的优劣比较

 与此同时，光伏行业也在呼吁降低审批、土地等非光伏成本，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在黄山光伏领袖峰会上指
出：非光伏成本占到光伏发电成本的20％。而业内人士则认为这个比例更高。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李俊峰前不久也与各家光伏协会会见了能源局高层：“能源局托
我们转达产业，政府发展光伏信心坚定。”

 可以预计，未来为了在后补贴时代光伏行业健康发展，能源局和光伏各界也会积极努力推进各项工作，推行各种措
施降低光伏发电成本。未来的光伏发展政策是多元的，综合性的，我们的选择也必然更多。

 但这其中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光伏遇到的问题核心仍然是成本距离平价还有一段距离，无论是政策手段还是资金
激励措施，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要么降低光伏自身成本和不必要的其它成本实现平价，要么通过其它方式解决资
金来源。除光伏自身降本之外，无论是哪一个，能源局面前阻力重重，很多政策机制需要跨部门实施，甚至多个部门
真正联合行动。

 可以预见，道阻且长。

 明万历年间，被后世常常提起的张居正变法，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施行“一条鞭法”，将徭役和各种纳税、税金等全
部量化，改为征银，简化税制，丰盈国库。

 从补贴制度到多元化政策，可以看做是从鞭法回归到原来更复杂的多项法规并举的措施，孰优孰劣笔者也不能妄下
判断，但能源局很可能会面临人手严重不足的局面。

 对于光伏产业来说，这样至少能摆脱补贴的“帽子”，像天然气、核电一样低调的在市场中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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