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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敏：光伏产业仍有发展空间

 赵玉敏认为，我国光伏产业兼具先进制造业和追赶型产业的特征。如能加强与国外企业的合作，培育国内应用市场
，我国光伏产业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发展机遇。

 2011年以来，“全球阻击中国光伏”犹如一场现实商战版的“植物大战僵尸”：刚刚崛起的中国光伏产业，就像依
靠阳光获取能量的向日葵；而以削减补贴、“双反”调查对中国光伏举起大棒的欧、美，则像具有杀伤力的“僵尸”
，令尚未强大起来的“向日葵”成批倒下。光伏产业正在进行优胜劣汰的洗牌。

 我国光伏产业如何才能走出当前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为此，本刊采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国际市场部主任赵玉敏。赵玉敏认为，我国光伏企业已经形成较强的生产能力，兼具先进制造业和追赶型产业的特征
，但创新研发能力仍不足。应在分布式能源领域加强与国外企业的合作，引进国外企业的技术与产品，培育国内应用
市场，这样，我国光伏产业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发展机遇。

 C=《中国外汇》 Z=赵玉敏

 C：我国光伏产业早期具有明显的“两头在外”特征。据此，有观点认为，我国在“光伏大国”光环下却仅仅是“
生产制造大国”，甚至是“电池和组件制造大国”，在这一产业的全球布局中依然没有摆脱“世界工厂”的位置。以
此来看，我国的光伏产业是否应属于加工贸易的范畴？

 Z：我国光伏产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市场在国外，9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海外市场，属于外向型程度最高的战略新
兴产业。同时，我国光伏产业的核心技术、核心部件90%以上需要进口，生产方面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也很大，表现
出了明显的“两头在外”特征。

 但是，我国光伏产业与传统的加工贸易并不相同：加工贸易是国内企业在获得国际订单的前提下，使用从客户进口
的原材料、零部件，按照客户的标准与要求组织生产；而我国光伏企业则具有更强的自主性与决定权，自主进口，自
主生产、自主寻找市场，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更深。

 相比之下，光伏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与进料加工模式更相近：进口和出口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企业自主选择进口产
品，进口清关后融入部分国内产成品，将其加工生产为一种新产品后再出口。但是，较之进料加工模式，光伏企业已
经形成更强的生产能力，属于先进制造业范畴，含有技术创新与研发成分，并具有发现市场动向、营销与客户关系维
护、售后服务、品牌建设等综合功能。

 C：光伏企业的外向型特征使其对国际市场非常敏感，受“双反”影响的后果也更为严重。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与
发达国家频频出现的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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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尽管欧盟内部存在不同声音，欧盟委员会仍在6月份启动了临时反倾销措施，这一结果其实也在意料之中。目
前，我国商务部、行业协会等各层面都在积极推动进一步谈判，以让各方明白中欧利益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联系。同时，欧洲相关链条上的企业界也发出了很强的声音，欧委会或许会发现，这样的处理结果会造成对本地区上
游企业或者其他产业链条上企业利益的更大损害，这种损害甚至大于本身投诉企业的利益。

 但WTO的规则在那里，即便从政治或者经济上都考虑到这些问题，欧委会也不会因为其他产业链上的反对或政治
上的一些表态而改变既有规则以及在既有规则下的裁决结果，还是要按照程序办事。这些努力可能会影响舆论，影响
税率的高低，但征或不征却是很难被改变的。我国出口众多，产品从劳动密集型到新兴产业都有涉及；而遭遇债务危
机的欧盟目前失业率高企，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和扩大就业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也是很正常的。尤其是近两年各国蓬
勃兴起的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贸易摩擦只是光伏产业受阻的外因，更值得反思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思路。目前我国发展产业还是延续过去的
粗放式发展模式，产能过剩突出，并且都是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与光伏产业存在类似问题的还有我国的风电产业：国
内形成的风机制造产能已经过剩，却没有培育出消费市场。虽然风电产业当前没有受到太多贸易摩擦的影响，但其未
来也可能要经历类似的产业调整过程。

 C：集中在电池、组件制造领域的国内光伏企业，转型过程中主要的瓶颈是什么？应该如何克服？

 Z：根据经典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业创新的基本路径是“源发国创新技术-新的产品诞生-源发国向国外市场出
口产品-国外市场打开-出口国输出技术-技术引进国成为产品生产国-产品生产国向其他国家出口”。光伏产业的发展
中，我国越过了引进产品、打开消费市场的环节，直接进入引进技术生产、向外出口的阶段，进而形成了当前的产业
特点。能够直接切入生产环节，使光伏产业得到发展的基础仍是我国的劳动力优势，类似于制造业在我国的发展。

 我们的企业家捕捉到了光伏产业的市场需求，但是现实环境使得他们的的创新更多集中在了过剩产能的重复建设上
。我国光伏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研发能力还不够强，多数仍属于追赶型态势。《第三次工业革命》预测了分布式能源的
机遇，在这一领域我们极有可能再次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并非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只有加强双
方企业的合作，才能取长补短，在未来获得合作共赢的发展。

 C：面对发达国家市场设置的障碍，国内很多光伏企业在近几年开始转向新兴市场国家，以此来减少对欧美市场的
依赖程度。这一转变中企业需要解决的主要难题是什么？

 Z：清洁能源市场在发达国家已经比较成熟，因此对光伏产品的需求是现实存在的，这也是我国光伏企业发展的原
因与机遇。而光伏产品在新兴市场国家也处在市场培育阶段，因此，对于看好新兴市场试图大把淘金的中国光伏企业
而言，能够真正在不同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也并非易事。

 较之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的不利因素可能包括脆弱的电网基础设施、缺乏融资支持、官僚主义和频繁的项目延期，
这都会成为国内光伏开发商的挑战。此外，目前新兴市场的容量除印度外，很少有需求量超过吉瓦级的，恐怕几个中
国企业的进驻，就能够满足当地需求。如果大量中国企业都转移出货目标，这些市场很容易出现饱和。实际上，国外
企业都将我国视为最大的消费市场，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内的光伏企业要真正解决市场问题，首先应该重视国内消费
市场的培育。

 C：近几年来，我国出台了很多政策来启动国内的光伏产品应用市场，您认为其中的关键是什么？

 Z：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根本无法打开光伏的国内应用市场，只有政府、国内企业、国外企业、消费者几方合力
，才能共同培育出国内消费市场。光伏产品的应用主体不应局限于大中型光伏电站，要让企业、居民也成为光伏产品
的消费群体。

 这就要求在政府层面，对光伏产业的扶持政策不应都面向光伏生产领域，应该更多地向消费领域倾斜，比如向安装
光伏产品的企业、居民提供补贴；企业方面，要加强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合作，借助国外企业的技术优势，共同研
发生产适合企业、居民使用的小型光伏产品；同时要提高能源的节能减排标准，加强清洁能源的理念宣传与推广，使
消费者树立节能减排的意识，并能在实践中获得实际的优惠。国内消费市场的培育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与过程，因此，
产能过剩的国内光伏制造企业，肯定要经历一次行业洗牌、优胜劣汰的过程：会有一大批光伏企业倒闭，最终留下少
数提前转型、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记者 刘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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