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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论持久战（一、世纪新能源之战）

 ——谨以此文缅怀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并力图籍毛泽东思想指引光伏在中国新能源革命中的发展道路和方向

 中国正在上演一场世纪新能源之战。这是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向以火电、石油为代表的传统能源挑战其市场地位
、争夺生存和发展权的战斗。是中国新旧能源势力的一场无声的残酷的利益博弈。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但极具战略意
义的战争。战斗的结果将左右国家的能源发展方向和未来。

 这场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身受传统能源压制、为着新能源的生存而奋斗的
每一个新能源工作者，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
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
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

 于是，当欧美启动双反时，一直攻击光伏的亡光伏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光伏会亡，最后胜利是核电、或者页岩气
，不是新能源的。当国务院“国八条”发布后，某些性急的光伏同仁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光伏的政策瓶颈已经打
开，光伏很快就能打开国内市场，胜利就在眼前，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
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物
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
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

 现在好了，光伏在中国发展十二年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光伏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光伏速胜论了
。这场新能源战斗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坚韧执着地奋斗在新能源战斗一线的光伏工作者及其上下游
产业从业者；其他新能源（除光伏外的风电、生物质、潮汐能）从业者；关注新能源、热心绿色低碳环保的广大知识
阶层；在传统能源内部，意识到新能源的不可估量的潜力，愿意接受新能源的能源工作者。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
，在我们的战斗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光伏工作者，同其他
新能源工作者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新能源变革之战的胜利。

 光伏在中国短短十二年，从无到有，由弱至强，从高峰落入低谷，光伏走过了一个传统制造业需要几百年才能经历
的轮回。光伏的发展经验证明下述两种观点都是不对的：一种是光伏必亡论，一种是光伏速胜论。前者产生悲观妥协
倾向，后者产生盲目乐观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为了使每个光伏和
新能源工作者在这场新能源变革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看清方向，排除干扰，解除疑虑，现在是坐下来进行
总结和系统地驳斥这两种观点的时候了，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由于当前的光伏行业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能源变革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
，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一变革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
动的新能源之战，必将因为我们所有业内同仁和全国的志同道合之士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光伏在中国的发展经验，同样证明了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光伏在中国的发展

 光伏是光生伏特（Photovoltaic）之简称，简单地说就是利用光电效应将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光伏是可再生新能源
，是一个关系到未来的战略产业。光伏在中国开始真正引起国人关注，是从2005年尚德成功在美上市为标志的。施正
荣当年以149亿元的身家成为中国首富。在它的示范创富效应下，大批投资者认识并涌入了光伏行业。随后欧洲市场
特别是德国市场的急剧放大给中国光伏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光伏产业迎来了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
2007年我国开始成为世界最大的光伏电池生产国，产量连续6年居世界第一。至今，中国光伏组件产量占到世界市场
份额的70%。

 光伏产业是我国唯一一个凭借自身发展优势，在极短的时间内，赶超并引领世界同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
产业和绿色能源产业，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个行业，呈现出“知名品牌绽放、主产业链完整、配套产业齐全、综合
技术水平世界领先”的特点。正是由于中国光伏产业的崛起，全球光伏产品成本在十年里获得了快速的下降，从原先
的每瓦6美元，下降到现在每瓦0.7美元，光伏的平准化能源成本已经与天然气持平，平价上网的目标正在逼近现实。
中国让光伏发电平价上网提前了至少5年，这就是中国对世界光伏的巨大贡献。

 由于国内光伏市场迟缓，光伏产品的80%都需出口到海外。受2010年开始的欧债危机影响，各国削减补贴，海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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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开始疲软。更为严重的的是，欧美各国从2011年开始启动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双反调查，海外市场受到极大打压。就
这样，欧债危机、双反调查的“外忧”与产能过剩、国内市场政策滞后的“内患”竟在不期中交织，曾经如火似荼的
光伏产业急速坠入严冬。产品价格暴跌，全行业性亏损。2013年，光伏行业的领军企业尚德宣布破产。它标志着中国
光伏行业大规模的洗牌整合，重量级的产能淘汰已经开始。

 长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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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
破欧美设置的双反贸易壁垒，启动内需，吸纳产能，中国从2012年末开始，国家电网、发改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陆
续出台包括光伏补贴、发电并网、项目备案、电费结算等一系列鼓励政策。光伏行业才算又看到一线生机。

 伴随光伏在中国的兴衰，光伏必亡论和是光伏速胜论一直在交替唱着主角。早期是必亡论居首，认为光伏没有希望
，发电功率密度太低，电网不可能给并网，国家没钱去补贴支持。追随尚德，整个行业都会全军覆没。后期是速胜论
领先，认为政策已经完全到位，大家可以放开手大干一场继续扩张产能，一举拿下传统能源的半壁江山。这两种论调
都是非常有害的，和十分错误的。我们在这里要对它们进行彻底地剖析，坚决地回击。（作者
和海一样的新能源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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