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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光伏电价补贴政策很难定！

 又到了12月，又赶上了北京天气历史同期的极值，又是光伏人翘首以盼明年政策动向的日子。这不，有人随意就捏
造了一张疑似明年光伏电价政策的照片，搞得微信群中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我们首先声明一点，该文件的照片是假
的，里面的内容也完全失实。

 话说回来，一张莫名的照片就搞得大家很激动，说明我们对明年的政策真的很期待。事实上，政策制定者也在密集
地研究明年光伏政策到底怎么走，作为光伏从业者同政策者沟通的重要桥梁，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一直在与管理层密切
沟通，积极反映我们的建议和诉求。

 光伏政策很难定，因为有太多的制约因素。我们先看几个现状：

 现状一:光伏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大和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不足，导致补贴资金缺口明显。截止至2017年底，我国可
再生能源补贴拖欠累计达到1127亿元，其中光伏发电补贴缺口约455亿元。这个数值在2018年底将会达到多少呢？已
纳入目录的约50GW，2018年这部分缺口累计将达到700亿元，未纳入目录的（包含2018年并网）约120GW,补贴缺口
将达到多少？（请自己脑补吧）

 现状二：目前光伏发电成本还做不到发电侧平价上网。按乐观估计，到2020年底，除户用光伏外的光伏发电成本才
能降到同火电同价。也就是说，在现在的成本下降速度的情况下，如果维持绝大部分光伏发电项目的经济性，暂时还
不能完全不给补贴，完全实现去补贴化至少还需要至少2年。 当然，如果把非技术成本砍掉一半，这个时间会缩短。
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几年分布式光伏的发展情况。2014-2016年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分别为2.05GW、1.39GW、4.3
4GW，而到了2017年，分布式新增装机达到了19GW（含部分扶贫），2018年前三季度约为17.14GW（含扶贫）。不
考虑光伏扶贫项目要求变化及补贴政策，在成本大幅下降、国补和地补政策效应叠加的背景下，分布式项目收益率吸
引了大量的投资，规模增长速度惊人。即便531新政后，2018年7-10月仍然有一定规模的自发自用无补贴的项目并网，
相信也有一定规模的这类项目在观望新的补贴政策。

 现状三:回顾过去几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历程，足够的市场规模让光伏组件、逆变器等关键设备制造成本和光伏
系统投资成本的大幅下降成为可能。仅以过去三年为例，我国光伏发电每瓦投资成本下降了20%以上。不难理解，企
业只有维持足够的产能利用率，足够的出货量，才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才能维持研发和技改支出。如果只寄希望于
海外市场规模，显然是不足的，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过去三年国内市场规模的作用，才使得成本加速下降。那么，
维持多少国内市场规模，才能使制造业保持合理的产能利用率。假设2019年海外市场规模是60-70GW，很多企业家、

                                                  页面 1 / 2



2019光伏电价补贴政策很难定！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32733.html 
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CPIA

专家认为国内市场需要维持40-50GW的规模。（组件端2015-2017年平均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4.5%，68.7%，71.2%，对
这一观点感兴趣的可以去深度思考一下）

 现状四：过去三年，在国内和海外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国内光伏制造业各个产业环节的产能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
新的电价政策和市场规模政策若达到促进光伏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就需要考虑最终政策效果会不会催生新的一轮
扩产潮。这里再次鄙视单纯的诟病光伏“产能过剩”的错误言论。理由是：光伏制造业投资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即新
投产的产能、新改造的产线设备，技术水平和成本优势非常明显；企业并不“傻”，企业近几年的扩产绝大多数都是
围绕着高效率和低成本的目标；而且“供大于求”的市场竞争环境，能够促进落后产能淘汰，激发企业做技术研发和
改造，降低生产成本。更何况一直以来全球光伏市场需求是增长的，企业扩产高效的产能，一定程度上也是必然的。
当然，新政毕竟也不能让企业过分的乐观、盲目的乐观。

 此外，还有消纳、并网、土地税费、地方对政策执行情况等很多问题现状，在新政制定时需要考虑，行业讨论已经
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综合考虑上文提及的几个因素，在补贴退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既要保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又要避免资金不足
的“窟窿”失控，非常考验我们的智慧，也需要大家的共识，毕竟有“舍”才有“得”。

 那么二选一问题来了：是希望较大幅度的补贴下降，收获相对可观的市场规模，还是希望稳健的补贴强度，相应收
紧市场规模？如果由你来决策政策制定，该怎么抉择？

 为方便大家思考，我们设定一个假设情况：如果把年新增光伏补贴强度控制在50-70亿元；整体考虑扶贫项目、领
跑者、分布式光伏、户用光伏等不同项目类型的综合度电补贴强度范围为0.1-0.15元/度；不考虑资源分布，仅按照110
0小时平均等效发电小时，粗略测算2019年对应我国光伏装机规模是63-30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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