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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光伏”将大有作为

 牛棚、猪场、鱼塘⋯⋯这些看似与太阳能发电不相干的地方，可能会成为上海应对二氧化碳减排压力的重要突破点
。本地的光伏投资者、技术提供商已经开始与大型农业企业合作，探讨把养殖场变成分布式光伏电站。

 光伏产业发展场地成难题

 中美日前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中国承诺在2030年或者之前停止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中国首
次为碳排放绝对值设限。专家指出，如果全国的碳排放封顶日是2030年，那么上海至少应提前五年达成此目标。除继
续提高能源利用率，发展光伏、风能等零排放可再生能源也是重要手段。

 今年上海的光伏发电可望实现重大突破。年内，政府出台了非常有力度的补贴政策，市经信委据此发布的最新报告
推算，在上海建光伏项目的投资回报期大约在9年到13年。根据该报告，上海的年均日照时间、太阳辐射量都优于光
伏发电应用世界领先的德国，也就是说，同样的电池，放在上海能比德国多发25%的电。

 按照年初设定的目标，上海今年要落实的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200兆瓦，几乎相当于历年总和。与快速发展相
伴，寻找场地成为难题。

 上海寸土寸金，建电站最好的出路就是利用既有屋面，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分布式电站强调灵活性，发的电就
地消费，余量汇入电网。据市经信委统计，受限于房屋结构，目前在上海2.2亿平方米的厂房屋顶中，可建电站的为2
80万平方米，仅占1.3%。如果这些厂房屋顶全部被征用，预计每年可发绿电3亿度，占上海总发电量的0.3%。

 “农光伏”也将大有作为

 工厂屋顶缺口明显，农业用地由此进入各方视野。记者获悉，上海光明集团正与光伏产业链上的一批企业合作，试
图释放集团旗下规模化养殖场的屋面资源。目前，各方正在调研项目的可行性和执行细节。粗略估计，仅光明集团一
家，可利用的屋顶约为20万平方米。

 光明集团投资部负责人余从田介绍，除了牛棚、猪场等结构坚固的屋顶，他们还将尝试在鱼塘上搭建“光伏顶棚”
。鱼塘并不需要太强的光照，因此可用半透明的薄膜光伏组件遮盖；而且，这还能提高鱼塘在冬季的保温能力，因为
鱼怕冷不怕热。

 市经信委表示，比起厂房，在农业用地上发展光伏更容易找到大片集中的顶棚资源。据估算，为鱼塘搭一个可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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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板的顶棚，每瓦需分摊建设成本1元至2元，约是光伏组件本身价格的15%，经济上可行。

 此前，在农村建设光伏项目（建成“农光伏”）国内还缺乏成功案例，瓶颈在于农业电价低，“农光伏”的回报周
期因此远高于工业光伏。但不久前，国家将“农光伏”的上网电价提高到与光伏电站同一水平，彻底化解了在牛棚、
鱼塘上建电站的经济瓶颈。

 据透露，除了农村，上海还在抓紧梳理其他适合分布式发电的屋顶资源，比如“P+R”停车场、高架路隔离板、迪
士尼乐园等。

 可以说，发展光伏，目前到了需求引领的阶段。为此，上海不久前新组建了一个“分布式光伏产业联盟”，囊括了
制造、设计、检测、融资担保等领域的企业，希望能借此打通技术研发、商业模式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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