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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价上网”不是光伏发展的终点

 中国的光伏电价采用“煤电标杆电价+补贴”形式，这意味着只要光伏电价高于煤电，就永远是政策导向型市场。
长期以来，业内基本都把“平价上网”视作终极目标，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光伏组件、逆变器的售价都是越低越好，
只有这样，才能让系统造价越来越低，光伏的装机规模和发电量才能不断攀升。

 但很少有人思考，光伏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在平价上网之后，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追求?

 这里提出三个观点

 01、平价不是终点，光伏电价仍有下降空间。

 02、随着光伏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不断提升，电网对光伏的要求也会逐渐提高。

 03、光伏的应用形式会更加丰富多样。

 主动降价的光伏

 从全球来看，海外超过一半市场已经实现平价上网，但最低中标电价仍在不断刷新。可见，平价上网绝不能称为终
极目标。只不过，之前的降价是强制的，有明显的阶段性跳水，之后则是相关企业(包括制造企业和电站投资企业)因
竞争需要而主动降价形成一定的价格波动。

 继续延伸，当光伏价格降到足够低以后，即使没有补贴，我们也拥有很强的竞争力，作为相对低价的能源品种，光
伏开始为其他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提供价格参考。引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
在2018年广东光伏论坛上的观点，“光伏不是要消灭化石能源，而是给化石能源设立了价格天花板。”

 随着我们从竞价时代过渡到平价时代，通过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给化石能源设立的“天花板”正在逐步成型。

 未来光伏电价能降到什么水平?暂时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答案。格尔木的0.31元/kWh，沙特阿布扎比的0.179美分/kWh
，都只是目前的市场最低价。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的推动下，这些纪录一定会被打破。

 光伏的电网友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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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光伏、风电被称为“垃圾电”，就是由于其具有不稳定性，电网公司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进
行调峰调频。随着国内光伏装机规模不断增长，电网公司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降低光伏对电网运行的影响，需
要其在电压的故障穿越能力、运行适应性、功率控制能力等方面对电网运行起到支撑作用，这也是“电网友好性”一
词的由来。

 客观地说，这个要求是非常合理的。毕竟，对火电、水电等常规能源，电网也一视同仁。之前光伏体量较小，火电
“少吃一口”就能给光伏留出空间;但经过多年发展，光伏行业已经“成年”，对电网的冲击不容小觑，这时候就必
须拿出自己的担当。

 根据智新研究院预测，2021年左右，光伏实现全面平价后，将从之前“满足国家新增用电需求”转变为“逐步替代
化石能源”。随着储能、输配电等问题逐步解决，光伏的波动性和消纳问题不复存在，化石能源不再具备任何优势，
最大的可能是只有少量保留，作为电网的备用能源和调频选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应用时代正在向我们招手。

 总览全球发展形势，新增电力装机中绝大多数是清洁能源，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205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和消
费比重的长期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应用最广泛的就是随处可见的光伏发电。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在德国等光伏装机总量很大的国家，会通过并网认证的模式，加强对新能源并网运行的管理。
一般而言，主要通过对并网核心关键部件的并网性能的认证，如光伏逆变器、SVG等等并网关键部件并网性能的仿真
建模，使整个光伏电站能有良好的基础技术。此外，储能的调峰调频作用也逐步显现，相信未来在西部某些省份，储
能将成为光伏电站的标配。

 丰富多彩的应用形式

 光伏产品的价格可能会有波动，但大趋势毋庸置疑，能源一定会越来越便宜。

 在这种形势下，光伏的作用可能不止于发电，而是加上了许多“附加功能”，比如最典型的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
。

 BIPV的概念提出很早，几乎与光伏产业化发展同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也展开了很多相关的技术研究。近
年来，随着分布式光伏补贴政策出台，更多建筑光伏系统以屋顶光伏(BAPV)的形式出现。

 根据调研，在南方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老百姓不再采用传统的最佳倾角安装方式，而是在平屋顶上加一个“阳光
棚”，在下方种植花卉，夏天时还可以纳凉、下棋、品茶。显然，实现平价目标后，光伏将不再是单纯的投资产品，
而是增加了其他属性，这对于未来户用光伏的推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小结

 “平价上网”不是光伏发展的终点，更谈不上“终极目标”。作为光伏从业者，我们的目光要放长远，不断推出高
效产品和技术。在降低度电成本的同时，也要配合储能等并跑技术，努力提升光伏发电的稳定性，拓展其多样性应用
。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秘书长吕芳将平价上网比作一个街角，她说，“一旦拐过这个街角，我们将看到一
个全新的后平价世界。”从全球来看，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应用是大势所趋，已经有部分光伏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先一
步提出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未来我国也有希望达到50%以上、甚至100%可再生能源。对光伏人而言，这大概是最希
望看到的场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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