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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亿光伏补贴促变革

 对于弥漫在A股市场的谨慎乐观情绪，光伏行业近日推出的新政与接连传出的关键产品涨价消息，从供需关系的角
度为光伏板块的持续向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那么，将会有哪些企业在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的寡头呢？

 角逐30亿补贴蛋糕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2月18日下午，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召集相关企业举行座谈会，就2019年光伏发电建设管理
相关工作征求企业意见，其要点可以总结为财政部定补贴规模、发改委定补贴上限、能源局定竞争规则、企业定补贴
强度、市场定建设规模。

 会议提出，2019年的光伏发电建设将采取“量入为出”的方式，以补贴额定装机量，改变以往财政部、发改委和国
家能源局“各自为政”导致补贴总量和装机规模脱节的情况。该方式实行后，过去光伏电站建成数年仍拿不到补贴的
状况将有所改善。

 同时，会议明确将光伏项目分为需要国家补贴和不需要国家补贴的项目。需要补贴项目将划分为五类，分别为扶贫
项目、户用光伏、普通光伏电站（地面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以及领跑者、特高压通道配套等专项项目。其中
，户用光伏首次作为单独分类，给予单独规模，对其年度装机总量进行管理，并实施固定补贴。

 按照座谈会提出的意见，国家能源局将于每年年初发布国家补贴支持的户用光伏年度装机总量，电网公司每月公布
上一个月的装机量，当公布的上一个月装机量已突破总规模限制时，本月最后一天为本年度可享受国家补贴的户用光
伏并网截止时间。

 这意味着，户用光伏将有一个月的补贴缓冲期。

 为解决户用光伏在2018年“5�31政策”实施后的遗留问题，本次座谈会还提出，户用光伏在2018年5月31日后并网
未纳入国家补贴规模的，可以申报2019年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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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31日，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控制光伏
新建规模、降低补贴强度、资源配置市场化等事项做出了安排。该政策被业内称为“史上最严厉光伏政策”。自此，
中国光伏全产业链步入“寒冬”，其杀伤力甚至可以与前次欧盟补贴骤降带来的行业巨震不分上下，使不少企业遭受
致命一击。

 2018年10月9日，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正式联合下发的《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说明的通知》确定
，6月30日之前并网投运的项目可以享受补贴，这才使得光伏企业开始逐渐回暖。

 据统计，2018年光伏发电新增装机4426万千瓦，仅次于2017年新增装机，为历史第二高。

 其中，集中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分别新增2330万千瓦和2096万千瓦，占比分别为52.64%和47.46%。

 截至2018年12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74亿千瓦，位居世界第一。其中，集中式电站1.2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
5061万千瓦。若此次新政得以顺利实施，光伏协会预计，2019年光伏装机量将超过2018年。

 可以明确的是，2019年光伏新政将会带来三点实际性的变化：无补贴项目将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2019年将会以补
贴额定装机量，该补贴额度据透露是30亿元；户用项目将单列并给予单独规模，实施固定补贴。

 此次会议正式开启了平价上网政策的序幕。在光伏新政的影响下，2019年，所有光伏企业都将围绕着30亿元的补贴
蛋糕进行角逐。

 不同于以往分布式与地面电站分开制定标杆上网电价的惯例，此次征求意见机制符合多降补贴、多给规模的诉求，
竞价方式上有了两大变化：一是将此前享受固定补贴的工商业分布式项目与集中式地面电站项目同台竞价；二是将此
前集中式电站指标分配到省、各地分别竞价的指标分配方式，调整为国家统一竞价，进而排序分配。

 当光伏进入竞价机制后，补贴强度越低，装机规模将随之越大。国家补贴资金将会优先用于补贴成本下降快的项目
和地区，尽快促进平价上网。

 这一全新补贴管理方式的调整，将对2019年光伏发电管理机制带来重大的改变。

 东吴证券认为，国家统一竞价更利于充分利用优势地区光伏资源，从而进一步压缩非技术成本，让补贴资金能够用
到度电成本最具竞争力的项目上，预计整体电价补贴强度将明显低于此前的地方竞价模式，从而令有限的补贴资金规
模转化为尽可能多的新增装机量。若补贴总规模为30亿元，最终竞价度电补贴为0.05元，考虑户用等项目占用，预计
可对应约50GW的新增装机量；同时，并网结点的设置将保障光伏装机进度。

 东吴证券预计，2019年，国内实际装机量有望超出此前40GW左右的预期。

 另一方面，考虑到量入为出的思路，国海证券预计，2019年，新建光伏项目补贴将不再拖欠，新项目的资金成本降
低，现金流改善，竞价机制将有助于促进度电成本的降低，产业链龙头厂商的优势将更加突出，未来方向的新型技术
也将加速渗透。

 据统计，2018年，全球光伏装机103GW,中国装机约为44GW。在国内装机保持平稳的背景下，2019年，光伏装机增
量主要来自于海外多国市场的复苏。

 由于下游需求放缓与季节性的影响，电池板块近期出现降价现象。单晶硅片在产能释放之前，有望维持量价齐升的
逻辑。

 技术迭代利好行业寡头

 目前，用于单晶PERC电池的高品质单晶硅片供给偏紧，龙头厂商隆基股份（601012.SH）、中环股份（002129.SZ）
2019年新增产能较少。

 以目前行业产能规划来看，2020年，单晶产能仅为80GWh左右，按照全球150GWh的装机需求，缺口仍很大。

 东吴证券认为，在单晶硅片行业持续高度景气和单晶渗透率不断提升的趋势下，单晶硅片进入新一轮扩产周期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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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率事件，单晶硅片设备公司将随之受益。

 电池片的光电转换效率是平价上网的关键因素，东吴证券预计，未来2-3年PERC仍是主流技术路线。

 根据测算，2018年年底，全球PERC产能达55GW以上，但仍无法满足后续的装机需求，PERC产能仍将维持一定扩
张速度。

 2月26日，通威股份（600438.SH）在其官网公布了公司
3月的电池片定价，其中多晶电池片定价不变，单晶PERC电池片价格从1.29元-1.3元/瓦下调至1.26元-1.27元/瓦。

 自2018年四季度以来，由于国内高效组件的需求旺盛导致单晶PERC电池片满载，单晶电池片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
高，从2018年10月的1.1元-1.15元/瓦上扬至本次下调前的1.3元/瓦。紧接着，因四季度订单的消化、产业政策尚不明朗
等因素，通威股份新产能释放，电池片价格由涨转跌。

 但短期波动的影响总归有限，受益于2018年10月以来的连续上涨，目前单晶PERC的毛利率及价格均相对处于较高
水平。

 通威股份此次主动下调单晶PERC电池的价格，配合其新产能的投产释放，整体依旧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但考虑
到国内光伏政策短期内难以确定，二季度市场需求端整体持续偏松，单晶PERC的价格或继续承压。

 与此同时，产业链价格走势分化，海外需求与产业高集中度支撑着硅片价格进一步小幅上涨。

 在中环股份年初率先调高报价后，隆基股份于2月下旬也上调了单晶硅片价格，国内价格由3.05元/片提升至3.15元/
片，海外价格由 0.38美元/片提升至0.40美元/片。

 新时代证券认为，通威股份此次主动调价主要是为了保证公司新产能的产能利用率，并不是因为需求的下降。根据
光储亿家数据，2019年1月，光伏出口组件约为5Gw，出口数据超出市场预期，同时二季度国内领跑者开始启动，三
季度日本市场也会对高效产品形成有力支撑，光伏旺季即将来到。因此，新时代证券判断，2019年，高效单晶产品需
求依然旺盛。

 尽管下游电池价格承压，但由于海外市场需求旺盛、产能集中带来的龙头议价能力持续强劲，硅片价格与电池价格
走势出现分化。长期来看，随着隆基股份、中环股份产能的释放，在下游需求放缓的背景下，单晶硅片价格的支撑力
度仍有限。

 2019年的光伏产业，或将经历表面平静、暗流汹涌的调整期：阵痛转型在所难免，行业竞争更加激烈。而光伏企业
之间的竞争也将从量变逐渐演变为质变，行业将走向有综合性硬实力的寡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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