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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竞价与平价项目设备选型略有不同

 近日，光伏們获悉，在某大型平价项目前期测算阶段，投资企业发现组件最低沿离地距离超过2.5米，双面组件的
发电量增益有限，他们认为这一项目并不适合使用双面组件;在另一500MW光伏平价项目中，某设备厂商在进行测算
之后发现，在这个以山地为主要应用场景的项目中，1000V的逆变器方案性价比略高一些。

 竞价与平价时代下的设备选型，似乎与行业想象的略有不同。

 平价时代：性价比为王

 在平价和竞价项目中，为保证项目收益率，每一分可控成本、每一度发电量都不可忽视。不可否认的是，“追求性
价比”已经成为行业选型的共识。

 7月24日，在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主办的“2019年光伏产业链供应论坛”上，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新能源工程应用研
究所所长于金辉表示，在以前有补贴的情况下，企业有时间也有精力去追求高技术、高效率，但是在平价时代，首先
考虑的是度电成本，性价比高才是最核心的优势。总的来说，现在已经不是过分追求技术参数的时代了，还是追求性
价比。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副主任纪振双补充道，“进入平价时代后性价比肯定是核心，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环境适应性，
也就是设备、系统的差异化和精细化设计。像双面发电、跟踪系统、1500V这些技术本身没有问题，归根结底也是适
应性的问题。比如双面发电背面发电增益范围为4%-25%，不同的应用场景差别非常大;跟踪系统能多发电是肯定的，
关键在于解决可靠性和故障率的问题。总的来说，光伏行业开始从规模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目前行业仍是说的多，实
际做的少，未来需要更多的从实际行动上体现出来。”

 作为电站中成本占比最大的一部分，组件的选型对于投资收益率测算至关重要。晶澳太阳能助理总裁李栋认为，“
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土地成本较高，高效组件是比较好的选择，而像西北等等土地不是特别稀缺的地区，可能多晶
的需求更旺盛一点。

 “目前单多晶组件的价差处于不太合理的区间，在土地资源充足的情况下，作为投资商会更倾向于多晶组件;另外
现在越来越多的“光伏+”形式，例如沙漠地区光伏治沙，目前也会更倾向于多晶，一是目前的价差可以保证收益最
大化，二是可以覆盖更大面积，生态治理效果更显著。”通威新能源技术总监钱华政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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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至今，提高效率降低度电成本进而促使光伏发电可以具备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底气”，这是
行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李栋表示，“长远来看，不论单多晶未来产品将全部走向高效化，提高转换效率是降本的唯一
出路。行业一定要加快落后产能的淘汰，目前单多晶的价差是由市场空间带来的，而关键要看单多晶制造端成本差多
少。而目前单晶PERC价格下滑，就是使得单多晶价差回归到合理范围，高效必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长远来看产品高效化肯定是大趋势，但在整个发展的历程中，某个时间段哪个产品更具性价比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同阶段不同产品的价格差不同，性价比也不同。”浙江正泰新能源副总裁黄海燕解释道，“另外，一些投资比较高
的项目，例如渔光互补、漂浮电站、农光互补等等，高效产品的性价比优势比较明显，而在土地资源相对充裕且土地
成本较低的地区，普通组件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选用普通组件还是高效组件需要经过详细的测算决定，关键在于高效组件节省的BOS成本、土地成本、人工成本
等能否覆盖组件的价差，目前来看价差在0.25元/瓦之内的话高效组件更有优势。”唐山海泰新能技术总监鲍家兴总结
道。

 毫无疑问，高效化是趋势，但是所有系统方案的设计与选型都需要与项目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尤其是当前光伏正处
在走向平价的关键时期。

 双面组件：已成趋势，因地制宜的应用是关键

 近两年来双面组件迎来快速发展，尤其在第三批领跑者中获得了大量的应用，几乎已经成为各组件企业的标配。“
不管双面双玻还是双面加透明背板，双面发电肯定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并且市占比例会不断扩大。”李栋表示，“现
在主流厂家PERC电池基本都已切换到双面，在第三批领跑者中也大量应用了双面PERC产品。从性能上看，双面双玻
的寿命、发电增益、1500V应用、质量风险如隐裂等各方面性能都更加优异。”

 但同时双面双玻组件在推广应用过程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并不断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完善。于金辉表示，双面
双玻在市场上已经应用了几年，现在关键在于背面发电量究竟如何测算，在不同场景下、不同支架形式等需要很详细
的数据积累来支撑背面发电增益的测算依据。

 “当然，双面双玻现阶段在推广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瓶颈，有些客户对技术比较保守，或者需要给双玻组件加边框。
另外，双面双玻的缺点在于重量较重，安装在山地等场景较为不便;从制造端来说，双玻组件的产出效率较低，比普
通组件生产更慢一些，生产效率大概是普通产品的70-80%。”李栋补充道。

 “目前市场上双面组件用的最多的是双面双玻，但双面双玻也有明显的缺陷，就是特别重，尤其现在一些高效新型
组件尺寸越来越大，每块组件的重量已经隐隐有突破30公斤的趋势，在运输、安装以及运维的过程中会带来成本上的
增加。目前企业也提出一些解决办法，比如透明背板或者2.0mm半钢化玻璃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双面双玻组件背面
PID衰减比较严重，在材料的搭配性上需要更多的琢磨和研究;双面双玻如果不带边框的话安装会稍微麻烦一点，以及
双面组件需要优化支架设计，这些都会使成本略微增高。”鲍家兴表示，“但是尽管如此，得益于双面组件带来的背
面发电增益，对于目前平价上网项目来说，双面组件提升整个电站的发电量以及降低度电成本能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

 综上，产品高效化是光伏行业发展的趋势，但所有产品的革新实际上都是以降低度电成本为目标。在当前竞价、平
价并行的阶段，不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的项目条件下，因地制宜的系统方案才是最佳选择。最终呈现给投资企业的，
一个是产品售价，一个是发电量，与收益率息息相关的信息才是决定设备选型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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