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伏补贴】停止金太阳 让阳光普照大地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42413.html 
来源：新能源网 china-nengyuan.com

【光伏补贴】停止金太阳 让阳光普照大地

 借用《围城》中一句话，“不知怎么，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中国从2009年开始推出“金太阳
”政策，意在效仿德国的光伏激励政策的成功经验，推动本国光伏市场。问题是政策被“改良”地面目全非：强制入
网变成建议并网，全部收购变成审批筛选，发电电价补贴变成事前系统补贴。真是差之毫厘，谬已千里。

 金太阳政策执行三年以来，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由于金太阳政策采用的是事前补贴方式：项目通过评审后就给补
贴，骗补、先建后拆、报大建小，难以监管。电站建设采用次级组件，质量缩水，难以管控。目前能源局不得不面对
这样一个尴尬事实——“钱发下去了却没见到申报的发电量。”相关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自2009年批复的“金太
阳”示范工程仅有装机总量40%的发电量实现并网，其他工程均因各种情况未完成并网或延期。

 金太阳政策在发布初期，正值光伏组件价格高企，光伏并网为电网所排斥，国内对光伏应用缺乏认识的环境，金太
阳的光伏项目确实起到了国内光伏应用市场的示范、探索作用。但随着近年光伏产品价格的急剧下降，电池发电效率
的提升，光伏电站的投资回报已经大大缩短，加上电网对分布式光伏并网的开放，民间对光伏电站投资的吸引力和认
知早以今非昔比。尤其是当前面对光伏外忧内困的危险处境，国家需要急迫打开光伏分布式国内市场的状况，金太阳
政策已经无法适应目前的光伏产业发展的形势要求，应该立即停止，改弦更张。时不我待。 

 现在是应该还原从德国取回真经的时候了，执行强制光伏上网电价（FIT），新政策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所有光伏发电电网强制并网，没有商量

 2．全额收购，没有电站的大小门槛

 3．设定年度装机上限，先到先得，项目1MW以下无需审批（只要发电符合并网标准），改为备案制

 4．上网电价按地区分为西部、中部、东部，执行三个地区统一电价。由于中国国土面积比德国大很多，地理条件
更复杂，不能全国统一执行一个上网电价，而是要根据各区域光辐照资源划分为三个上网电价。上网电价逐年下调。

 5．上网电价随光伏电站的规模增加而递减，也就是规模越大的电站，上网电价越低。目的是鼓励分布式小型电站
，抑制大型集中式地面电站的建设。

 将现有的“事前装机补贴”变为“事后发电补贴”。只有采用以实际所发电量作为激励政策的计量标准的电价补贴
政策，才能降低项目监管成本，提高审批效率，减少审批费用，直接鼓励多发绿色电量，把有限的国家投入用在刀刃
上，提高国家投入的经济性。

 总之，中国只有改革目前的光伏激励政策，建立一个公平、客观、透明、高效、普惠的补贴制度，才能真正释放出
中国国内光伏市场的巨大潜力。让阳光普照大地！（作者 和海一样的新能源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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