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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光伏风电新增规模不再拖欠补贴 产业趋向良性发展

 2019年，中国光伏电站将全面进入竞价时代，全新的管理办法对行业发展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但也在补贴发放
、降低弃光弃风等方面给予了更好的保障条件。2019年中国光伏行业迎来挑战的同时，还有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20
19年新增的光伏电站将不再拖欠补贴，且持续20年及时发放。

 光伏們了解到，财政部在2019年初部委新政讨论会上曾表示今年新增补贴规模内的光伏项目将不拖欠补贴。虽然财
政部尚未在正式公开文件上就该信息进行明确表述，但业内有理由相信补贴从2018年的100亿骤降至2019年的30亿，需
要在其他方面弥补这一落差带来的影响，即补贴的及时足额发放。

 相比于之前补贴拖欠的严重程度，足额及时发放补贴对2019年新增的光伏、来说，将从融资成本、收益率测算、供
应链付款条件等方面给行业带来本质的变化。

 30亿：社会用电增长带来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附加基金增收

 众所周知，财政部给予2019年光伏电站30亿元的补贴总额度，这一点也在主管部门数次征求意见会议中得到了确认
。一方面，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数据，截止2018年末，补贴缺口累计已达2000亿元；另一方面，主管部门之所
以以30亿为总盘子制定行业管理办法，最重要的“妥协”源于可以保证补贴的及时发放，也就是说只要在这30亿的总
盘子内，今年新增的光伏、将可以享受及时、足额的补贴。

 那么这30亿元由何而来？如何保障及时足额发放？

 光伏們了解到，新增的50亿（光伏30亿）补贴来自每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所对应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附加征收额度的
增加。

 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为6.84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728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9.8%；第二产业用电量472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第三产业用电量1080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7%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96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4%。

 而可再生能源电力附加的征收主要来自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又远高于第三产业），预计由此带来的可再生
能源电力附加增加幅度约为8%，与之相对应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附加增长金额约6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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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每年全社会的用电量都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稳步增长，2019年新增、光伏未来20年的补贴资金足额
、及时发放即来源于此。

 补贴及时发放：光伏电站走向良性循环的开端

 尽管2019年国家能源局建设管理办法正式文件还有待出台，但竞价、平价将成为今年的主基调，这一点毋庸置疑。
然而对投资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更低的度电补贴，从而将对电站建设成本的降低带来更为严苛的挑战。补贴的及时发
放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助力行业改善非技术成本过高这一现状。

 首先，在光伏电站这种重资产投资领域，融资成本一直是被“诟病”导致行业非技术成本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某
行业资深人士表示，与国外光伏电站投资相比，国内较高的融资成本是影响所需补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此外，目前在光伏电站投资领域，央企、国企的大规模“杀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企业的融资成本远低于民
营光伏电站投资商。“事实上，之前所谓的补贴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影响现金流的不确定
因素将会直接抬高融资成本”，某行业分析师告诉光伏們，“而如果补贴可以及时发放，就相当于光伏电站投资有了
一个稳定且充足的现金流，那么对金融机构来说，刨除建设质量问题，这将是一个不错的投资选择，相对的融资成本
也可以略降一些”。

 其次，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模型也将发生改变。在过去几年中，光伏、风电电力投资企业的财务测算模型中，对补
贴拖欠的预期从1年延至2-3年，大大影响了项目的投资收益率。这意味着，为了满足投资收益要求，光伏电站需要更
高的电价以及更高的补贴强度。

 “如果不拖欠补贴，那么项目的投资收益率会相应提高，相当于投资企业对电价降低的容忍度会提高，最终反应到
电价上就是电价的下降”，某行业人士评价道。

 第三，补贴拖欠导致的资金成本过高，也导致了很多投资企业给设备、工程供应商的付款条件变差。面对严苛的付
款条件，设备厂商和工程企业也会把资金拖欠纳入到他们的财务成本中。

 在补贴及时的条件下，其实意味着盘活了投资企业整个资产的现金流，那么对应到制造企业、工程公司等，相对应
的货款、工程款的回收周期也将大大缩短。面对更好的付款条件，设备厂商和工程企业的报价也可能相对应的降低，
最终影响投资成本，进一步降低度电成本。

 存量电站的补贴缺口：仍有待解决

 对于存量电站的补贴拖欠问题，目前还未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来改善。实际上，面对超过2000亿的补贴拖欠，今年的
50亿无异于杯水车薪。真正要去解决这巨大并且仍在不断增加的缺口，必须要用其他的方式，靠全社会用电量增长而
带来的补贴征收金额来弥补几乎是以卵击石，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但将这50亿元用于承诺新增项目补贴的及时发放，正如上文分析，于行业而言，会带来一系列的良性循环，对于改
善光伏电站投资条件、降低度电补贴的推动效果更为明显，使行业不再陷入此前的恶性循环怪圈。

 此外，除纳入2019年补贴规模的、光伏电站之外，户用光伏电站以及光伏扶贫电站的补贴也将及时发放。需要强调
的是，无指标已开工的光伏电站如承诺在2019年并网，也被允许纳入今年的补贴规模。

 但在补贴发放的操作层面，2019年之前的无指标已并网和有指标尚未并网的项目，如何与2019年以后新增的补贴规
模进行区分，还要等待财政部与国家能源局的具体沟通。

 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数据，2021年实现风电、光伏全面上网侧平价条件下，国家年度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需
求将达到峰值，预期在“十四五”末期与年度电价附加征收资金实现收支平衡。

 除了期待绿证、配额制以及相关行政手段解决外，存量电站只能寄希望于在补贴峰值之后，年度社会用电量增长带
来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附加的增加以及首批光伏电站运营满20年后空出来的补贴资金来填补缺口。

 但无论如何，引用上述行业分析师的观点，“这将改善整个光伏行业的边际条件，行业将由此呈现一个向上的发展
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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