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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发电经济性及政策分析

 1、经济性分析

 1.1 年发电量的计算

 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年发电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Q：年发电量，kW�h；

 Hc：太阳能年辐射量，kW�IVmz；

 H：标准太阳福射强度，kW／m；

 P：装机容量，kW；

 C：光伏组的倾斜系数，取值范围介于1.05～1.15；

 η：影响系数，取值范围介于72％一75％。

 为了加快光伏发电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我国相关职能部门对该发电方法实行了发电补贴政策，也就是对发电系统自
用剩余上网电量进行收购，收购价格参照本地燃煤机组的标杆上网电价。

 1.2 用户的年售电收入计算

 影响用户年售电收入A的主要因素有：本地标杆上网电价，（kW�h）；国家给予的补贴额度Po，元/（kW�h）
；国家制定的三档阶梯电价，P1、P2、P3；还有在阶梯电价范围内的自用电量Q1、Q2、Q3。其计算公式如下：

 在计算本地年售电收入的时将本地的相关数据代入公式即可。

 1.3 用户每年的净收益计算

 在计算出用户每年的售电收入后，去掉因发电系统维护所造成的相关费用后，即得出用户每年的售电净收入。

 1.4 投资回收期的计算

 理论上的投资回收期可以这样计算：回收期=投资金额÷每年的净收益金额。当然这里面的数值会根据当年的实际
情况有相应的变化，得到的数值也会有所不同。

 1.5 经济性分析结论

 光伏发电装置分为商用和民用两类，但是其收益的计算方法是一样的。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对用户经济性
的影响主要是各地标杆上网电价、年利用时间、各地的补贴政策、各地不同的阶梯电价等。对于发电系统投资成本的
收回期，一般在5一l1年，投资价值非常高，尤其是在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区域，采用该发电装置将会为用户带来巨大
收益，而且也会大大缩短投资成本收回的期限。

 2、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相关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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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优化审批环节

 在我国相关的光伏发电管理文件中规定，分布式光伏发电采用备案制，是应由省级政府部门来制定的，但是实际情
况是多数地区的备案方法并没有落实，在政策上存在延误。另外。国家能源局对各省的发电项目建设规模提出了相关
要求，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但是很多省市对于如何确定本地区的建设规模指标尚未明确。这两个方面都是在审
批环节中存在的弊端，因此必须进行优化，加快项目审批速度，加快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从而保证光伏发电事业得到
较快发展。

 2.2 优化售电结算问题

 用户在使用了光伏发电装置以后，自用剩余上网电量是由电力公司收购的，不过要求用户必须要开具增值税发票，
可是民用的发电项目又无法在工商部门登记，何谈增值税发票？所以只能开具普通发票或是收据，长此以往将会严重
阻碍分布式光伏发电事业的良性发展。虽然商用发电项目企业可以开具增值税发票，但是所承担的成本也就大大提高
，我国的相关政策是将增值税减半收取，这也算是对该行业的大力扶持，但是有效期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因此说国
家的鼓励扶持政策只是浮于表面，对此国家能源总局应该和相关部门做好协调工作，明确扶持政策，优化电量收购环
节，从而保证光伏发电事业得到较快发展。

 2.3 落实政府补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政府补贴是影响光伏发电经济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在补贴政策
得到落实的地区效果较好，相反在补贴政策滞后的一些地区，用户的投资成本回收相对较慢，加大了投资风险。所以
，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快补贴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家会结合当地光伏发电建设情况、成本变化等
因素对补贴政策进行适时、适当的调整，但是这也同时对用户投资产生了影响。对于这项政府补贴主要来自于国家的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但是基金规模却无法满足当前行业发展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因此拓展融资渠道也是
当前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亟待解决的难题。

 现阶段，我国能源总局对光伏发电行业开始实施年度规模化的管理，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配额的方式，补
贴额度全国实施统一标准，为0.42元／（kW�h）。因此，要加快分布式光伏发电产生的发展，使得条件优越、对电
能需求较大的地区走在行业的前列。

 2.4 屋顶的合理利用

 对于民用发电装置来说，在农村可以较大范围的使用，因农村基本都是独立房屋，屋顶的面积完全可以满足光伏发
电装置的安装，而城市住房相对集中，基本都是高层或是多层建筑，屋顶面积非常紧张，一般只有顶楼的居民可能充
分利用起屋顶的面积，并且还有可能引起其他住户的不满。基于此，政府职能部门协调并引导制定并完善关于高层建
筑屋顶产权与使用权的相关规定，而且对于在建或是待建的房屋建筑，应该把安装发电装置的需求综合考虑进去。

 对于商用发电装置，可以安装在工厂屋顶，屋顶可能是彩钢结构，也可能是混凝土结构。彩钢结构的使用年限大多
为15年，但是发电装置的使用年限基本都在2O～25年，这对于光伏发电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安
装位置选择的时候也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尽量安装在混凝土屋顶上为宜。

 2.5 商业化的发展

 目前，分布式光伏发电大都是由企业或是居民根据自己的需求与条件自己建设，然后余量上网，从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光伏发电事业的迅速推广，应该建立一种商业化的发展模式，比如由光伏发电企业牵头，完善合同能源管理、政府
进行统一建设、屋顶租赁等相关环节的管理措施。实现商业化的动作模式。并且还要做好电量收购、结算等相关工作
，做好各个环节的协调工作，减少纠纷的产生。

 2.6 完善相关技术性规范

 传统的发电方式基本上都是采用集中统一的规划建设，而分布式的光伏发电的优势在于“分散独立，灵活自治”。
虽然光伏发电具有诸多的优势，但是要想完全无条件的接入到现有的电力网络，将会引起大面积电网升级改造，其成
本非常巨大，这样反而不利于光伏发电技术的推广，因此需要两方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技术性规范是影响光伏发电
与传统电力网络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发展初期，技术性规范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减少光伏发电对传统电力网络产生
的影响，对技术规范的研究也重点放在了如何改善光伏发电装置的性能方面，以便满足电力网络稳定、可靠运行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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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所接人电力网络的光伏发电提出严格的要求，比如在电能质量、电网的适应性、故障维修等方面，从而降低光
伏系统所产生的各种不安定因素。

 随着光伏发电系统的快速发展，这种技术性的规范所存在的诸多不利也慢慢显露出来。利用先进的接人技术对传统
的电力网络不断改进，技术上不断更新，从根本上减少因光伏发电对电力网络造成的各种不安全因素，满足光伏发电
系统接入电力网络的各种要求，从而推动光伏发电技术的迅速推广与应用。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主动配电网络成为了
电力网络的智能节点，并且利用电力网络系统实现了集中调度的目的，在提高电力网络的稳定性、可靠性等方面效果
显著。

 在主动电力网络发展到高级阶段后，技术性规范所体现的主要是电力网络的内部负荷、光伏发电装置、储能装置以
及电能管理之间的协调控制。此时技术规范的重要任务就是引导传统的电力网络向着智能化的配电网络发展。

 3、结论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能够有效地将太阳能资源转化为电力能源，目前在我们国家得到了较大范围的推广与应用，而
且经济效益显著。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了解了影响投资经济性的几个关键因素，投资成本一般在5—11年就可以收
回，而其使用寿命能够达到2O～25年，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在投资过程中，商用光伏发电系统效果更为显著，投
资价值更高。有效利用太阳能资源也是全球性的重要课题，对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但是通过分析我们
也知道，在光伏发电推广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扶持力度，制定完善的扶持政策，提高人
们投资的积极性。还要加快商业化模式建设，在项目审批、收购结算等环节进行优化管理，充分发挥技术性规范的引
导作用，加强相关技术的研究，解决实际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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