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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光伏“用增量化解存量”的传统发展模式失效该何去何从

 在“去杠杆、去补贴和通货紧缩”的大背景下，存量光伏电站补贴拖欠、新增规模指标冻结，我国光伏行业“用增
量化解存量”的传统发展模式失效，光伏经济何去何从?

 只有认清形势、正视困难、革故鼎新，充分发掘光伏能源作为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电力的独特经济价值，释放光伏经
济的红利并与全民分享，才能让这个产业的明天更精彩。

 短期内难以成为刚需能源

 从传统能源的角度看，光伏发电有着自身显著的特点，优势较为突出，劣势同样明显。

 其优势在于，资源无穷无尽、分布广泛，可与用能终端同步移动，系统装机规模也是可大可小、任意灵便。劣势则
在于，靠天吃饭、能量密度低，在现有能源体系中竞争力较弱。

 由于光照资源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控，光伏发电具有季节性、区域性和间歇性的特点，其电力生产带有明显的波动性
和随机性特征，在洪灾、旱灾、冰雹等极端天气下，还存在颗料无收的风险。

 同时，与火电、水电、核电乃至风电相比，光伏发电的单位规模产出相对偏弱，低能量密度的特点决定了其规模效
益需要密集的资本和土地空间作为支撑，会受到来自土地、环境、空间、消纳等方面的深层次约束。

 加之成本偏高，造成光伏发电的竞争力明显较弱，短期内还难以像火电、汽油那样成为供应民生的刚需能源。

 重生产轻应用，产业价值曲线被严重扭曲

 这些年光伏产业火得一塌糊涂，但在供给侧主导推动的发展中，产能投资和装机规模一路狂飙突进，而补贴拖欠和
限电等影响终端投资回报的关键问题却一再被忽略。

 2013年前，中国光伏产业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原材料来源和产能消化几乎都完全依赖国外市场，因此整个产业
因欧美“双反”被打得落花流水。

 但2013年后，却又在国产化和内需战略下走向另一个极端，整个产业链基本全部自产自销自用，国内产能和装机规
模迅速超出规划上线，造成补贴严重不足，决策层不得不压制内需，导致行业内外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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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数据上看，虽然“531”政策对装机指标进行了冻结式严控，但实际上装机增长依旧强势。

 数据显示，2018年前9个月，国内光伏新增装机34.5GW;多晶硅产量17.84万吨，同比增长4.94%;硅片产量约63.3GW，
同比增长2.1%;电池片产量约53.6GW，同比增长5.1%;组件产量54.9GW，同比增长约3.58%。

 但与规模装机并不匹配的是，由于限电限发问题突出，致使许多光伏电站设备利用率常年严重不足，造成极大的投
资浪费。

 不仅如此，其输配电设备利用率也极其低下。

 相比其他能源发电模式(风电除外)基本可全天候24小时生产，按照目前集中电站全年平均发电小时数低于1400小时
，也就是日均4个小时计算，光伏电站对输配电设备的利用率只有16.7%，其输配电资产每年约83.3%的时间处于闲置
，造成极大的浪费。

 能源消费升级滞后，制约光伏经济崛起

 从体量上来说，光伏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小，在能源版图上地位微弱，其实际影响力远远小于产业名声
。

 在上市公司中，光伏企业的整体实力远不如石化能源企业;在社会生活中，光伏与民生领域的耦合度也远小于石化
能源;在全社会发电量总版图上，光伏发电量的占比甚至可以忽略不计。2017年，全国光伏发电量1182亿度，与全国发
电量6.5万亿度相比，占比不到1.82%。

 即便如此，在政府主导和强补贴政策的推动下，随着我国能源转型进程不断加快，光伏产业的产能规模和装机规模
都迅速成为全球领头羊，产业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另一方面，由于对能源生产的环境成本缺少共识，使得光伏电力的绿色能源价值一直被回避，“低环境成本”的
绿色电力与“高环境成本”的石化能源电力形成价格倒挂，绿色电力的市场主体不仅在物质方面得不到回报，在精神
层面也没有获得感，造成终端能源消费依旧以传统石化能源为主。

 比如，电网公司作为光伏能源的最大接收方，接入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分散的、间歇性的新能源，但却没有获得与此
相匹配的正面评价，不但没有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相反还耗费了很多人力、物力，甚至连赔本赚吆喝的结果都没得
到。

 消费端激励机制的滞后，已严重制约包括光伏发电在内的绿色能源的发展，能源消费激励机制转型已迫在眉睫。

 近期，宏观金融形势相对较为严峻，在融资渠道不畅和补贴长期到不了账的背景下，作为资本密集型的光伏电站资
产，仅仅依靠脱硫煤电价收益，很难产生正现金流，造成企业收支失衡、流动性枯竭的风险很高。

 一旦出口受阻，或者补贴取消，光伏经济很可能会应声向下，甚至从此萎靡不振，而基础科研和应用创新滞后、低
端产能出清等行业短板的补齐，也将遥遥无期。

 相比石化能源，作为清洁能源的光伏发电在现有能源体系中的市场竞争力明显偏弱，其可持续发展受到政策、市场
、土地、补贴等多重因素制约，加之前期扶持政策执行不彻底、补贴拖欠严重等原因，造成行业技术升级不如预期、
市场化发展模式还在探索。

 短期来看，行业要实现市场化循环发展还较为困难，仍需政策面一定程度的扶持。

 政策双轨导致供求割裂

 从实际情况来看，产业政策已明显滞后于行业发展，市场手段和计划干预不够协调，造成光伏经济价值被多重蚀食
。

 (1)前端市场经济，后端计划经济，用户侧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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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光伏电站投产以前的整个光伏产业链各环节，都已经市场化，如硅材料、电池、组件的生产与销售、电气
设备材料的采购、电站的设计施工选择等，完全由市场说了算。

 但电站投产后的产品销量和售价，却仍由行政核定，供求双方只能被动执行，完全没有自由谈判权。因此，直白点
说，供求双方只需交往好行政机构，就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2)扶持政策提前迈入拐点，补贴缺口暂无解决良策

 2013年，为应对外部市场“双反”被动局面，中国政府启动了度电补贴的产业扶持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① 补贴与可再生能源基金挂钩，解决了钱的来源问题，又没有增加财政负担;

 ② 基金夹在电费里(用电量年年增长、资金来源有保障)，由电网公司征收则等于政府为补贴来源背书;

 ③ 电站建好后集中并网，所发电量按规定电价强制出售给电网公司;

 ④ 补贴连续20年，收益有保障，又有电站资产抵押，金融机构看不到任何风险;

 ⑤ 补贴发放由国家能源局、财政部、电网公司之间“三权分立、相互制衡”。

 这一制度设计，可以说是非常完美。实践也证明该制度行之有效，不但连续5年让中国光伏装机增长领先世界各国
，也让中国光伏制造业在欧美市场围堵下仍得以快速壮大，并逼得欧美同行纷纷破产。

 不过，任何产业政策都有拐点，一旦拐点出现，很可能就会出现负激励。

 笔者认为，现行光伏产业扶持政策的拐点，可以从“年度可再生能源附加收取总额(光伏部分)”和“年度光伏补贴
总额”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看，其结果可能存在着粗放型增长、极端化增长和高质量增值等三种走向。

图一：粗放型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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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极端化增长模式

图三：高质量增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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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N：新增光伏补贴完全退坡之年;F：年度可再生能源附加收取总额(光伏部分);S：年度光伏补贴总额

 在粗放型增长模式下，疯狂追求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叠加，年度装机规模增长过快，无法保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补贴退坡之年还没到，年度可再生资源附加收取的总额就已远远低于年度光伏补贴总额，补贴需求将快速超出资金供
给，造成光伏发电补贴没法按时支付。

 在极端化增长模式下，理想的状态是装机规模增长均衡，年度可再生能源附加收取总额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年度光
伏补贴总额的增加，补贴需求小于资金供给，始终有资金结余，补贴随时可以退坡。但最糟糕的状态是光伏装机增幅
缓慢或停滞不前，几乎没有补贴需求，行业发展不起来，产业扶持政策失效。

 而高质量增值模式中，在保持一定速度增长的同时，还能兼顾高质量，装机规模增长可控，行业良性发展。年度可
再生能源附加收取总额的增长速度与年度光伏补贴总额的增加的函数关系能随时调控，补贴需求适度大于资金供给，
恰好在补贴退坡之年，实现补贴与资金需求平衡，但始终不会出现补贴拖欠。

 中国光伏的度电补贴制度在前期对产业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但后期却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行政干预之手没能
及时退出，也没有壮士断腕式的及时调整，导致拐点提前，出现粗放型增长的情况，使得装机规模增长严重超预期，
并产生巨额补贴缺口和带来以下一些列并发症：

 �光伏经济发展极度失衡。

 出现电价和光照都好的光伏高地，以及电价和光照都差的光伏洼地。前者如山东、冀南、苏北等地区，资源争夺导
致土地和电网资源不堪重负。后者如贵州、重庆、川东等地，尚能享受一定程度的光伏经济红利。

 �补贴在电站投资收益中比值过高。

 补贴比值过高以及拖欠，严重影响了电站投资企业的营收和现金流。其中，又由于地面电站的情况好于分布式、全
额上网模式好于自发自用模式，导致两种应用模式发展失衡，致使补贴拖欠进一步恶化。

 �补贴支付流程设计僵化。

 致使补贴资金和数据在能源、财政和电网等部门之间空转，电站投资企业苦不堪言。

 �补贴资金来源设计前瞻性较弱。

 可再生能源基金放在电费中，但征收不足，年度基金总额有限，已不能满足现有存量光伏电站和风电站所需补贴，
更别说每年的增量。

 �政策调整幅度太大。

 “531”政策调整，造成一些遗留问题和烂尾项目，这些成本如何消化、矛盾如何化解，至今没有突破口。

 客观来看，现行光伏产业补贴制度有成为一种科举制度的趋势，在规模和成本的目标指挥棒下追求补贴利益的最大
化。所有企业都去猜测政策会出什么题目、标准答案是什么，走捷径中标项目或拿到规模指标，成为整个行业追求的
终极目标。

 更可悲的是，以创新名义备受推崇的领跑者计划，还在继续强化这种科举制路径。

 寒冬已然凌冽。补贴资金缺口越来越大，且尚无解决良策，随着金融和社会资本逐渐退出，市场主体将急剧减少，
一些被拖欠补贴的电站企业很可能将无法度过这个冬天。

 (3)产、销、用多方失衡

 上游制造端已经完全市场化，进入和出清完全由市场自行调节，但下游市场需求端——电站的投资，则仍受计划主
导，通过年度建设规模指标、土地资源、环境审批、并网容量等进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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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供给侧产能以市场化方式不断扩张，但需求侧却面对并不确定的计划管控，市场手段和计划干预并行，
造成产业链被强制割裂。

 与此同时，在政策调控和规划布局上，过度重视一些难以在全行业复制推广的区域项目和重点项目，也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终端应用市场的创新和繁荣。

 实际结果来看，一些领跑者基地项目和特批能源基地项目，不仅土地和接入落实不了，环评也过不去，不少项目建
成很久都不能并网，还出现了类似山东微山湖渔光互补电站等走捷径和打插边球的违建项目，最终被强制拆卸，造成
极大投资浪费。

 这类只见投入不见效益、重装机轻管理的现象，不仅仅是个案。

 生产与需求逆向分布，影响光伏经济价值最大化

 我国能源出力、负荷特点与现行大电网耦合性太弱，光伏能源的出现让能源生产与需求逆向分布的矛盾更尖锐。

 现行光伏经济的商业模式与国情呈负相关关系，光伏出力中心与能耗负荷中心在时空上的双重背离，加剧了能源供
求的结构性失衡，容易导致发电、输配、用电、监管等利益攸关各方的不满。

 时间上的背离，导致光伏价值最优部分发电量难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光伏出力集中在白天11-1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发电量多、发电质量好。但现行电价体制下，该时间段属于大工业
用电的平价时段(0.64元/度，以江苏省为例)，相对于尖峰时段的1.07元/度，平时段电价偏低，度电的经济性并不强;加
上这个时间点又属于午休时间，工业耗能需求量相对较小，光伏发电的瞬时消纳较弱。结果就是在价格和消纳方面，
光伏发电没法实现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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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1.红线为江苏省大工业用电峰平谷时段价格及时间端;

 2.蓝线为光伏发电分时间段出力比值

 空间上的背离，远距离运输受制于电网体制，发、供、用难以实时瞬时平衡，光伏发电的供求平衡的价值最大化难
以实现。

 光伏发电主要装机在三北区域，而我国能耗负荷中心却集中于华东、华中、华南区域。为了消纳光伏能源，不得不
逐年扩大光伏电力在“西电东送”和“北电南供”中的比例，这破坏了区域利益的稳定与平衡，加剧了条条与块块之
间的矛盾。

 电力经济的最佳闭环是发、供、用实时平衡，度电发出后，及时传送，瞬时消纳掉。光伏发电间歇性、波动性和随
机性的特征，容易出现发、供、用的结构性错位;加上不具备常规电源性能，电网短路容量大幅下降，系统动态调节
能力严重不足，这都加剧了全网电力生产与瞬时消纳的失衡。（未完待续）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324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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