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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光伏危机（四、光伏危机是中国吏治的危机）

 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的一个朋友是一家光伏公司负责光伏电站系统集成（EPC）的项目经理。他去年刚刚完成
一个位于东部地区城市的一座1MW光伏电站的建设项目。见面后我向他表示祝贺，他却连连摇头，一副痛苦的表情
，往事不堪回首。原来项目预算1200万，应该能挣150万，可是最后下来共花了1400万，还倒贴了200万。我问他2011
年组件价格下跌了40%，怎么会亏钱呢？他告诉我问题不是出在产品价格，而是公关打点的费用就有约300万。一个
电站从申请立项到最后并网发电，中间要经过项目核准、路条、行性研究报告、环境评价、规划、并网、土地许可、
安全、验收等关键环节，涉及至少九个政府机关部门（含电网），盖48个章(或许可证)，长路漫漫。他的主要精力不
是工程，而是就消耗在这一次次的递交申请资料，等待/催问批复的循环之中。递交申请的潜规则就是：“不跑不送
，原地不动”。申请文件在部门内的每一个层级的流转都必须以钱为动力。还要陪吃、陪喝、陪玩。成人玩得项目就
那几样，你懂的。我问他你一次把大头搞定不就简单了吗？“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必须从上到下全搞定，一个环
节也省不了。我大致了解了一下其他地方的情况，过程都差不多。

 面对这样的事实，你自然就明白最近为媒体所热议的，一个月薪不到3000元的某局业务科室科员的公务员名额，竞
争比竟然达到9411:1，因为权就是钱。这就是现在国内光伏电站投资者所面对的残酷的行政环境。潜规则早已成为明
规则，各层级机关衙门把光伏电站当做唐僧肉，雁过拔毛，能咬一口就咬一口。项目执行人为了完成进度，无奈沦落
为行贿者、酒徒和皮条客。审批环节过多，给权力寻租留下充足的操作空间，必然导致腐败和低效率。目前一个新职
业“路条”掮客应运而生。凭借人脉关系，买卖路条，谋取暴利。新能源从来都是这些长袖善舞者的舞台，国家赋予
的权利被执行者按权打包转换成私人肆意买卖的商品。

 正是电站审批和并网的难度遏制了民间资本对光伏电站投资的积极性。这种隐藏的风险造成投资收益无法保障，很
多投资者只能知难而退。最终制约了国内光伏市场的正常发展。

 难道我们的国家就靠这样一帮官员来保障国家的“十二五”新能源战略吗？他们到底是想推动绿色新能源的发展还
是在阻滞它的发展？或者是以推动新能源发展为借口而肥私人的口袋呢？整顿吏治是治国之本。要达到吏治就要从治
吏开始，察则明，察则清，察则治。权利不能脱离监管。

 面对光伏危机，政府应该救光伏，但是要救光伏行业，不是去救某个光伏企业。光伏目前最需要的不是钱，不是地
，而是政策和市场环境。政府通过规制引导，宏观协调，给新能源创造一个畅通、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
和电网平台就是救光伏。企业让市场去选择。（作者 和海一样的新能源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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