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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上的光伏（二、电池的故事）

 光伏是光生伏特（Photovoltaic）的简称，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光、伏特和电气的。伏特来源于意大利物理
学家亚历山德罗�伏特的名字，为纪念他后人将“伏特”作为电压的单位使用。

 光生伏特效应就是光电效应，是德国物理学家赫兹于1887年发现的。就在这一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总督府安装了
中国第一台发电机。正值清光绪末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危机最深重、最屈辱的时期。中国政府在此前后接连被迫
签订了《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历史不堪回首。

 一个用油灯的民族怎能抗衡一个用电的民族？一个根本不知道电为何物的民族怎能抗衡一个使用阳光发电的民族？
一个用传统化石能源为主的民族怎能抗衡一个用可再生新能源为主的民族？中华民族曾经在电、发动机、计算机等科
技革命上一次次落后于西方，可是，就是这一次，就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聪慧的中国人在能源革命上已经占得先机。
中国牢牢掌控了70%的光伏产能和50%的全球市场，在2011年TOP10组件制造商中，中国大陆占据7家。西方国家开始
害怕了，他们清楚地明白这意味着自己新能源的脖子正在被中国人卡着。他们不舒服，他们必须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新
能源产业，这就是“双反”的真正动机。那么，是怎样的产品有如此强大的侵略性，让这些傲慢的一直鼓吹自由贸易
的民族联起手来挥舞贸易保护的大棒呢？它就是中国的光伏电池。

 太阳能发电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光—热—电转换方式，另一种是光—电直接转换方式。我们通常说的光伏都是指后
一种方式。传统概念里，电池是个储存电力的储能单元，在光伏行业里，电池是利用光生伏特效应将太阳能直接转换
成电能的发电单元，简称为光伏电池。

 电池是光伏行业的核心，电池的转化效率、生产成本决定了它的市场前景、制造者的利润，以及最后环节-
电站业主的投资回报期。

 1883年世界第一块太阳电池由美国科学家Charles Fritts制备成功。Charles用锗半导体上覆上一层极薄的金层形成半导
体金属结，器件只有1%的效率，但这是人类能源史上的一大步。

 我国第一条多晶硅电池线是由保定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承担建设的国家863示范项目，这条太阳能硅片、电池、组
件生产线于2003年12月19日通过国家验收并全线投产。那时保定英利新能源还是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的子公司，苗连生是英利新能源的总经理。苗没放过这个机会，不仅将它成功扩大规模海外上市，并通过一系列金蝉
脱壳之术成功摆脱了母公司的股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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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光伏电池的产能在2002年时只有2MW，随后欧洲市场特别是德国市场的急剧放大给中国光伏产业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光伏产业迎来了高速增长的黄金七年（2004年-2010年）。2007年我国开始成为世界最大的光伏
电池生产国，2011年我国光伏组件产量上升到11GW，占世界的50%，光伏电池产量连续5年居世界第一。

 光伏产业是我国唯一一个凭借自身发展优势，在极短的时间内，赶超并引领世界同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
产业和绿色能源产业，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个行业，呈现出“知名品牌绽放、主产业链完整、配套产业齐全、综合
技术水平世界领先”的特点。

 正是由于中国光伏产业的崛起，全球光伏产品成本在十年里获得了快速的下降，从原先的每瓦6美元，下降到现在
每瓦1美元，光伏的平准化能源成本已经与天然气持平，平价上网的目标正在逼近现实。中国让光伏发电平价上网提
前了至少5年，这就是中国对世界光伏的巨大贡献。

 伴随着光伏行业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形成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多晶硅生产商20～30家， 60多家硅片企业，电池企
业60多家，组件企业330多家。到2010年底，国内已经有海外上市的光伏产品制造公司16家，国内上市的光伏产品制
造公司16家。光伏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创富神话。赛维的彭小峰32岁就冲入中国福布斯财富榜单前5，而在此3年前他的
主要生意还是劳保用品。尚德的施正荣，2000年白手起家归国创业，2005年尚德在纽交所上市，以149亿元的身家成
为当年的中国首富。

 电池的故事背后，是冒险的故事，资本的故事，创业者在权利和市场间博弈的故事。故事有喜剧也有悲剧，有高潮
也有低潮。创富榜样的力量驱使着上万亿的资金，如潮水般涌入市场尚不成熟的光伏产业，掀起一场泡沫盛宴。从20
11年开始，欧债危机、“双反”调查的“外忧”与产能过剩、国内市场政策滞后的“内患”竟在不期中交织，曾经如
火似荼的光伏产业急速坠入严冬。产品价格暴跌，全行业性亏损。

 2011年，赛维净亏损为54.9亿人民币，负债总额达到了302亿元人民币，负债率高达86%。尚德亏损10.067亿美元。
两家企业都接连传出破产谣言，两位富豪的资产大幅缩水。他们的经历，正是产能泡沫由扩散到破灭的真实注解，也
是中国光伏行业成长的缩影。

 电池的故事还在延续，只是可能不会再向以前那样炫富了，光伏暴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光伏行业在洗牌整合，
在等待政策和贸易环境的改善，在积蓄内力提高效率，等待一个真正辉弘的故事高潮的到来---光伏平价上网：光伏
发电以平等的价格和传统能源展开发电市场竞争。故事的主角将从少数的暴富精英变换到普通光伏创业者，光伏走入
寻常百姓家。相比这些，前面所发生的不过是序曲铺垫罢了。

 电池故事的背后是民族兴衰的故事，是一个不屈的民族从泥泞中爬起奋起直追的故事，是民族间在战略新能源的战
场上控制和反控制的故事。我们中国光伏人为能够有幸加入这次关系到民族荣誉的世纪能源之战，倍感自豪。

 一个产业的发展受多种宏观面影响，总有波峰波谷，光伏也如此。高潮的时候，就一起乘风破浪；低潮的时候，就
一起卧薪尝胆。当前外忧内困，种种因素交织，是行业自身无力改变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忍过寂寞的黑夜，天
就亮了；耐过寒冷的冬天，春天就到了。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很赞同彭小峰的判断，“ 光伏危机是暂时的，但能源危机是长期的”。

 光伏，你不负它，它必不负你。（作者 和海一样的新能源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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