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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热发电产业有三大瓶颈待突破

 光热发电之门已开启  

 日前，亚洲首座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已在北京延庆动土兴建。该电站由中科院、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和华电集
团联合开发建设，总投资1.2亿元，是中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高温热发电项目，也是亚洲第一座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
。 

企业家良好的市场嗅觉使得光热发电产业迅速升温，大有和光伏产业一决高下的势头。目前，包括华电在内的诸多央
企开始涉足光热产业，以国内当前最大的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内蒙古50兆瓦项目的特许权招标为始，正式打开了光热
发电之门。 

 今年3月，国家能源局批准内蒙古发展改革委建设鄂尔多斯50兆瓦的太阳能热发电站项目，明确要求其设备国产化
率达到60%以上。而国电宁夏石嘴山发电公司10兆瓦太阳能热发电站、新疆华冉集团公司50兆瓦太阳能热发电站、海
南太阳能海水淡化等项目的实施，充分说明我国太阳能热发电设备市场已经形成并将迅猛发展。 

 而中航通用公司在湖南沅陵建厂生产，仅是国内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化发展的前奏。只有生产出工程化产品，才能进
一步形成推动光热发电产业化的可能，才能降低电站投资造价、产生市场需求和市场规模效益。 

 “我国太阳能光热发电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能源研究会节能与企业能源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鲍云表示，
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关注。他说：“政府如果能够在政策导向、税收等
方面给太阳能热发电的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就能促进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大瓶颈待破  

 目前国外的光热电站已有数十万千瓦建设运行，而国内光热发电还处在兆瓦级示范阶段。之所以与光伏电站相差这
么多，技术、成本、政策三大问题不可小觑。 

 首先，加快技术升级是关键。我国2007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太阳能热发电总
容量达到5万千瓦，太阳能光伏发电总容量达到2万千瓦；到2020年，太阳能热发电总容量达到20万千瓦，将与光伏发
电相当。然而，目前国内在建和已签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总容量已达140万千瓦，而太阳能热发电还没有形成市场，
两者形成巨大反差。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说：“从太阳能热发电发展战略来看，提升太阳能光热发电的自主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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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技术升级速度，才能为太阳能光热发电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太阳能热发电系统的核心设备，是聚光集热装置及
反射镜传动和跟踪系统，目前国内仅有极少数企业掌握相关技术及具有设备制造能力。 

 在系统技术上，太阳能光热产业必须要走中高温路线。中温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和中温真空管太阳能集热器的研制成
功，突破了2010年欧洲太阳能会议上欧洲专家所说的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集热器120摄氏度的热利用极限，极大地
拓展了太阳能光热的应用领域。 

 2010年8月24日，目前世界上可生产用槽式热接收器太阳能发电的两家公司之一的德国SIEMENSCSPLTD，与力诺就
今后一个时期高硼硅玻璃管等供货情况进行了沟通，并重点了解了光热发电产业及玻璃生产行业。双方将进一步加深
合作，实现强强联合，以技术提升共同推动光热发电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其次，一切取决于降低成本。我国近年在太阳能热发电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塔式、槽式和碟式系统均有示
范项目处于建设中。太阳能光热发电产业从技术源的成功，到最后在全球普遍使用，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不过，
实现太阳能光热转换的聚光接收器能否做到高效率、低成本，是太阳能热发电能否实现商业化的关键。 

 美国、西班牙、德国等国在光热发电技术产业化方面推进的速度非常快。目前，太阳能光热发电在全球已运行装机
容量近70万千瓦，在建的近100万千瓦。西班牙规划在2012年以前建成180万千瓦。美国也提出了宏伟计划，在最近几
年规划建设480万千瓦的项目，其中320万千瓦已签订建设合同。我国的光热产业近几年也开始蓬勃发展，但太阳能热
发电目前面临的最大困惑和挑战仍是成本。  

 太阳能发电单位投资如果在5万元/千瓦以上，这种高投资将难以推广；如果说能够降到3万元/千瓦，则市场开始出
现；如果再降到1.5万元/千瓦，它的市场将是非常大的；若降到1万元/千瓦，那么其市场就不可估量。因此，实现大
规模太阳能光热发电必须突破太阳能光热发电中的效率低、成本高这两个瓶颈。 

 技术进步、规模化应用和市场竞争，可以使发电成本逐渐下降。目前光热发电产业处于启动期，国内厂商前期生产
装备投入较大，随着项目的逐步增加，设备价格有较大下降空间，未来有望将投资成本控制在1万元/千瓦以内，对应
电价能够接近目前的风电水平。  

 据欧美国家预计，15年至20年之后太阳能热发电成本将接近煤电成本。光热发电遵循着规模越大成本越低的规律。
目前，业界普遍认可的规模是1000兆瓦，规模达到1000兆瓦的光热电站发电成本能降低至0.7到0.8元每千瓦时。光热发
电的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前期投入非常大，像1000兆瓦规模的建设需要200亿的前期投资，这是很多企业难以承
受的。 

 再次，政策支持必不可少。如今，在全国范围内，由于太阳能发电的电价还没有确定下来，直接影响了市场的发展
，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结果是产业制造发展很快，但应用市场发展很慢，对行业的长久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太阳能光热发电要健康发展，国家政策很重要，上网电价及政府补贴政策一定要出台。太阳能光热发电产业发展完全
可以效仿光伏及风电产业的发展路线图。 

 有规模电价就有望降至1元以下  

 太阳能光热发电产业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后，上网电价有望跌至1元/千瓦时以下，并逐步接近现行风电标杆电价。8
月17日，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太阳能热发电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电气协会副理事长黄湘作出了上述预测，
但是他并没有给出成本下降幅度和时间表。 

 太阳能发电分为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此前多指光伏发电。光伏发电是通过半导体将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光热发
电则通过太阳光加热介质的方式发电。国内光热发电项目仍处试验阶段。 

 按照科技部的规划，2010年底将建成1兆瓦实验电站及研究基地。技术可行性得到证实之后，将逐步在2015年建设1
0兆瓦~100兆瓦示范电站，荒漠地区2020年建成100兆瓦~1000兆瓦商业实用电站。如实施顺利，预计2020年后，光热发
电开始规模化建设。 

 国际能源署最新报告显示，到2050年，太阳能热发电将提供全球11%的供电量，成本则会降至现在的20~25%。 

    光热发电站建设成本直接影响热电并网价格。如果每千瓦单位造价为2万元，则上网电价维持在1.5元左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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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每千瓦单位造价降至1万元以下，上网电价就可降到1元/千瓦时以内，并逐渐接近现行风电标杆电价。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009年下发的《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中规定，按风能资源状况和工程建设条
件，将全国分为四类风能资源区，相应制定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电价水平分别为每千瓦时0.51元、0.54元、0.58元和0.
61元。 

 虽然现实中光热发电的单位造价较高，但建设成本的下降空间很大。一旦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步入正轨，且实现大规
模商业化后，建设成本会大幅下降。 

 光热发电产业中关键一环为反射镜制造，反射镜制造商多由玻璃生产商转变而来，玻璃售价是每平方米50元，而反
射镜的售价则高达每平方米300元。反射镜的生产成本并不高，价格下降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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