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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失败：救光伏行业 不要救某个企业

 揭开光伏危机外的帷幕

 近来光伏跌入低谷，双反、负债、破产一连串坏消息接踵而至。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揭开光伏危机外的帷幕
，你会发现一直在阴影中上演的精彩残酷的利益博弈，这就是中国新旧能源势力的角逐。

 角逐双方，一方是新能源，以风电、光伏为代表。刚出襁褓，尚不能行走，需要依靠政策补贴存活。一方是传统能
源，以电网、火电、水电为代表。如日中天，垄断中国输电、配电和供电整个环节。

 传统能源在国内铁桶一块，在国外则鞭长莫及。2000年德国率先实施强制光伏上网电价法，为光伏用户提供有保障
的投资回报。欧洲其它国家纷纷效仿。中国光伏得以绝处逢春，迅速成长壮大。2011年TOP10的组件制造商中，中国
占据7家。

 花无百日红。随着2011年欧债危机爆发，欧盟各国大幅削减补贴，海外市场萎缩。欧美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不得不
对中国产品进行双反。中国新能源在海外遭遇重创，只能退回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属于传统能源的势力范围。光伏
危机并不是中国新旧能源势力角逐的结束，而仅仅是中场休息。上半场，新能源在海外坐过山车，风光刺激，险象环
生。下半场的主要战场是传统能源的主场，战斗将更加残酷，短兵相接，孰胜孰负，难以预料。

 传统能源会放新能源一条生路吗？虽不想，但他做不了这个主，还得听家长的。中国传统能源势力再强，也只是国
内横，在国际上毫无影响力。而中国新能源拥有举足轻重的国际话语权，这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战略性政治资源。答
案不言自明：不仅要在国内留条生路，还要养好，恢复元气，才能保住国际话语权。

 当然，中国的新能源势力自身存在诸多问题。在地方政府强力推动下，民间资本自2009年起纷纷介入光伏行业，扩
产潮遍及全国。现在中国有100多个城市打造光伏产业发展基地，其中10多个城市提出打造双千亿的光伏产业基地。
据统计，2011年全球新增光伏装机量28GW，全球电池组件产能为63GW，中国的组件产能就占到40GW，确实是过剩
。产能过剩必然带来无序竞争和过度竞争的严重后果，造成投资浪费。

 多晶硅产业处于光伏产业链顶端。由于2011年欧债危机引起光伏市场增速下降，国际多晶硅市场价格降到22.5美元/
公斤，这一价格比中国绝大多数厂家的成本还低，他们不得不停产而眼睁睁地看着国外多晶硅占据国内需求的半壁江
山。尽管中国多晶硅产量已占全球50%左右，但在能耗和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本做到30美元/公斤以下的不到3
家。这足以说明，在多晶硅方面，中国高能耗低质量的落后产能过剩，低能耗高质量的产能不足。不进行自己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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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纯粹照搬国外技术，一味采购国外设备，只能自食其果。

 面对残酷的市场，一些有实力的中国企业举起价格屠刀，价格战火从国外打到国内。利用规模优势，以低于成本价
方式来拖垮竞争对手，这是违反商业道德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恶性竞争。价格战的发起者杀人八百，自损三
千。同业被迫回应，欲哭无泪。降价压力从下游回溯到产业上游，唇亡齿寒。如果受益者是国内终端用户，倒也算一
件善举，无奈国内市场踟蹰，2011年90%的组件都出口了。可悲的是，老外并不领你的情，还要告你倾销。

 欧债危机、欧美双反调查的外忧与产能过剩、国内市场政策滞后的内患的不期而遇，相互叠加作用，正是导致本轮
中国光伏行业危机的根源。一个产业的发展受多种宏观面影响，总有波峰波谷，光伏也不能例外。 由非市场因素造
成的行业危机必须用非市场的手段方能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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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需去看欧美脸色？

 面对欧美的双反制裁，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光伏业内企业领袖，以及经济界的专家学者，大家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
识：立即启动国内光伏市场。

 中国光伏产业通过规模、技术和产业链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成本下降。悲哀的是，国内用户并未享受到这方面的益
处。2011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量仅占全球2.5%。以目前光伏电池效率和价格来看，国内分布式屋顶光伏系统在能够
并网且满足年发电1200小时的前提下，投资回报率为9.3%，大约8年可回收成本。因此，制约国内光伏市场的瓶颈不
是成本和技术，而是政策滞后。政策滞后体现在：并网难、审批难、补贴难。

 电网此前要求，分布式屋顶光伏电站必须自发自用，不许并网上传，出售给电网；只有经过特许权招标的集中式地
面光伏电站，才可上传，而这部分电站每年额度很小。分布式屋顶光伏电站本来应该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它会给业
主源源不断地发电创造价值，风险比证券产品低，维护简单，比经营一家餐馆、公司等实业容易得多。但由于只能自
发自用，电站的建设容量受限于业主自身的最大耗电量，多出来的发电量只能浪费。如果想自己存储，目前蓄电池成
本昂贵，维护成本高。

 在欧美双反的倒逼下，并网问题最近似乎见到了曙光。国家电网10月26日公布《关于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服务
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来了个令业界震惊的180度大转身，从完全排斥改为“支持、欢迎、服务”，承诺
全额收购富余电力、6MW以下免收接入费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免收系统备用费、并网权限下放到地市公司等。

 但国网的《意见》只解决了分布式能否并网的问题，至于并网上传的电量如何计量、如何结算、每度电给多少钱等
，均未提及。目前，业界很多人对国网的态度转变仍旧持怀疑态度。

 11月5日，我向国网北京市顺义区供电局递交了自家屋顶3KW分布式光伏屋顶发电并网申请，这也将是我创业的第
一个项目和市场推广的样板工程。国网这次态度非常好，主动打电话了解系统细节和设计情况，到我家现场做项目可
研勘察，并表示我家的项目不仅是北京市也是全国自新政发布以来首个分布式并网申请项目。经与国网磋商，我最终
选择“全部上传”，而不是“自发自用多余上传”的接入方式。我的目标是争取发改委公布的每度1元的光伏上网电
价，尽管度电补贴政策还不明朗。我所争取的不仅是自己的利益，而是身后广大潜在分布式光伏居民用户的利益。

 并网阻碍消除后，电站投资者面临最大的障碍就是电站的审批。这个问题关键不在电网，而在发改委。按照现行文
件，哪怕是一个建在居民自家屋顶的3KW分布式光伏电站都要审批；各种审批报告和费用算下来估计需要50万，而
一个50KW分布式光伏电站通常全部投资才50万。这不是笑话吗？既然国网容许
6MW以下分布式并网免收接入费用，发改委核准政策应该相应调整，6MW以下项目改为备案制。

 项目核准只是电站建设的审批环节之一。一个电站从申请立项到最后并网发电，中间涉及至少9个政府机关部门（
含电网），盖48个章(或许可证)，长路漫漫。审批环节过多，权力寻租，滋生腐败，延误商机，给投资者到来巨大的
额外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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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经理。他去年刚完成位于东部地区
城市的一座1MW光伏电站建设项目。见面后我向他表示祝贺，他却连连摇头，一副痛苦表情。项目预算1200万，应
该能挣150万，可是最后花了1400万，还倒贴200万。我问他2011年组件价格下跌40%，怎么会亏钱？他告诉我公关打
点费用就有约300万。我大致了解了一下其他地方的情况，过程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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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财政部后续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的电价补贴政策，将是国内光伏市场能否真正打开的另一个关键。经济界很多
人士质疑光伏是个依靠补贴才能生存的行业，称“政府不应该拿纳税人的钱去维持一个依赖补贴生存的行业”。但没
有实现平价上网之前，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光伏都是政策市场。现在的输血是为了让它尽快度过幼儿期。当它能独
立时，市场无限，受益无穷，你会发现现在的输血是值得的。

 目前国家对分布式光伏系统的补贴主要是“金太阳”政策。金太阳补贴约为系统成本的50%，比例虽够，但门槛（
1MW以上）太高，将巨大的分布式小型屋顶市场排斥在政策补贴以外。同时，总量也太小，2011年只批了600MW，2
012年1.71GW, 对比40GW的产能远远不够。

 据媒体报道，政府有关部门正酝酿调整“金太阳”分布式光伏发电示范项目的补贴政策，将“事前装机补贴”变为
“事后度电补贴”。其次，补贴对象不要设定门槛，不管是几KW的居民屋顶，还是几MW的工业厂房屋顶一律支持
补贴。我们希望看到一个通用、客观、平等、简易的度电补贴政策。最理想的情况则是国家规定统一的光伏分布式上
网电价，像德国一样出台《强制光伏上网电价法》。

 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光伏电池产能，最全的光伏产业链制造业，最多的公共/工业/居民用建筑屋顶，广阔充足的阳光
辐照资源，还有最高的能源消耗需求。只要国内市场打开，产业得救，民众得福，国家得利，何需去看欧美的脸色。
（作者 和海一样的新能源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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