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牟琳琳

业内人士预测，今年甚至明年光伏产业的寒冬仍
将延续。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
作为技术成熟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光伏产业的发展前
景被普遍看好，很多国家已明确将其作为未来大力发
展的能源战略方向，我国也把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新
能源产业列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近年来光
伏系统成本快速下降，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光伏发
电已经可以在市场化机制下替代传统电力。

2008 年以来，国内光伏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光伏
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批涌现。2012年，政府密集出台
一系列相关政策，大力推动光伏产业发展的同时，也

表明了支持重点的转向：从重产能向重应用发展，从
重大型集中式地面电站向重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从
重独立地面式向光伏建筑一体化发展，从重前期补贴
和纯发电盈利模式向重多重效益发展。

借用一位光伏企业家的比喻，以前无论考20分还
是考60分都能上大学，现在行不通了，只有考60分才
有资格进大学，考 70 分 80 分才能获得较好的发展机
会。“转型当然会碰到很多困难，技术方面的、模式方
面的、资源整合方面的等等，比如新开拓的市场可能
规模很小，不要着急，慢慢培育。认清自身的优势，找
准方向，沉下心来做，就是王道。”赵永红说。

欧洲政府削减光伏补贴、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实
施“双反”，昔日国内光伏产品的最大出口地似乎已不
再是“福地”。除了开拓日本、澳洲、拉美等新兴市场，
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目光瞄准了国内市场。

6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促进合
理布局、提高电网保障、完善光伏电价补贴、促进金融
支持、加强产业标准规范建设、鼓励兼并重组六项支
持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措施。其中，分布式光伏发电
被视为未来国内光伏市场发展的重头戏。

早在年初召开的2013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就
提出要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之后发布的《太阳
能光伏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要支持建立一
批分布式光伏电站、离网应用系统、光伏建筑一体化
（BIPV）系统、小型光伏系统及以光伏为主的多能互补
系统。通过合理的电价标准、适度的财政补贴和积极
的金融扶持，积极扩大国内光伏市场。

分布式光伏发电一般是指发电装机规模较小、布
置在用户附近的发电系统。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建
在建筑物屋顶的光伏发电项目。由于它就近发电、就
近并网、就近转换、就近使用，可以大大提高光伏发电
的使用效率。

国内光伏项目主要有西部地区地面电站和东部

地区光伏建筑应用两种类型。西部地广人稀、太阳光
资源充足，适合建大型地面电站；东部土地紧张、建筑
密集，分布式光伏发电是更适合的应用模式。正泰、
天通、晶科、合大、天裕、龙焱、桑尼等浙江光伏企业都
已、介入分布式光伏发电领域。截至目前，浙江共有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82个，其中24个成功并网投运。

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协会会长、浙江省能源与核技
术应用研究院研究员陈哲艮告诉记者，在日益严峻的
能源压力和环境压力下，推广分布式光伏发电对东部
地区意义重大，但目前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并网问
题，随着国家电网的配合，这个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二
是补贴问题，采用何种补贴方式，如何落实，只有补贴
明确了，企业才能放心大胆地投身其中。

去年10月26日，国家电网公司发布《关于做好分
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暂行）》，明确了6
兆瓦以下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可免费接入国家电网，
项目接入公共电网的部分由电网埋单，用户仅需自己
投资光伏发电设备以及自用部分少量电缆线路投入。
发电项目投运后，发电量可以全部自用，余电电网将全
部收购，电价可享受政府的光伏补贴电价1元/度。

此前，“并网难”一直被业界看作阻碍国内光伏市
场大规模启动的“瓶颈”。 这一意见的出台，被解读为

政府大规模启动国内市场以支持光伏企业。但也有
业内人士表示质疑，项目投资回收期过长，能否调动
起广泛的积极性还很难说。

近日，财政部下发《关于清算金太阳示范工程财
政补助资金的通知》，意味着实施了4年的“金太阳”工
程即将结束。业内人士纷纷猜测，这一消息透露出我
国光伏分布式发电将从投资补贴转向度电补贴。陈
哲艮指出，光伏发电的成本回收周期较长，对企业的
融资能力以及保证现金流量是很大的挑战，尤其在目
前的市场环境下，很多光伏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资金
压力。度电补贴方式是比较合理的，但就目前产业的
困难状况来看，可能“远水救不了近渴”，有些地方已
经出台了“一奖双补”政策，从投资奖励、发电补助、出
租补助等多方面给予支持。“光伏发电补贴和并网一
定要制度化，具有可操作性，投资者和消费者都要有
利可图，市场启动才能获得动力。”陈哲艮说。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近 4 亿千瓦的光伏屋
顶电站安装空间，相当于 4 万亿元的市场空间。作为
当前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的重要部分，“屋顶”生意被
广泛看好。浙江合大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侯
生跃介绍，公司自主研发的光伏陶瓷瓦已经应用在
100多个工程项目中，以新农村的新农居为主，也包括

一些地产项目。一般情况下，农民家庭基本用电可以
通过光伏陶瓷瓦屋顶发电解决。杭州浙大桑尼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光伏建筑一体化屋顶发电
系统，适合新建厂房屋顶、原有建筑屋顶改造、车棚、
农业钢构大棚、建筑天棚等，应用范围很广。产品在
富阳国家金太阳示范工程和美国、日本的大棚项目中
成功应用，受到好评。

光伏屋顶发电系统目前主要应用于新农村建设、
生态农庄、公建设施、工商企业、仓储仓库，可再生能
源、节能减排、绿色低碳等示范项目中。在高楼林立
的城市，合适光伏发电的屋顶就比较难找。浙江省光
伏产业科技创新战略联盟负责人告诉记者，在2012年
分布式光伏示范园区申报和金太阳示范项目申报过
程中，电力集团、光伏企业一起寻找项目落地点，结果
发现困难重重。光伏发电系统的生命周期长达25年，
投资者需要找到用电量大、结构稳定、业主稳定的厂
房屋顶，然而很多工厂的屋顶以彩钢瓦为主，使用寿
命不足 15 年。此外，国家补贴政策不稳定，业主对项
目认同度低，以及企业运营风险、城市建设与拆迁风
险的存在，都让项目难以落地。

萧瑟寒冬里，“光”景仍有一线美丽
浙江光伏企业寻求差异化之道，杀出一条生路，他们坚信：光伏业的春天终究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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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不景气，国内光伏产品同质化严重、恶性竞争，国内
光伏应用市场不成熟……产业跌入了低谷。欧盟“双反”的初裁结
果，更是雪上加霜。《2012年度浙江省光伏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浙
江排名前9位的龙头企业出口降幅均超过40%。来自杭州海关的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4月，浙江太阳能电池产品出口同比下降
46.4%。最惨淡的时候也有活得不错的企业，浙江光伏业仍有一线
美丽的光景。

“欧盟临时反倾销税对我们传统光伏组件的出
口影响很大，今年同比下降了 50%以上，好在我
们有光伏陶瓷瓦。”浙江合大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侯生跃告诉记者。

侯生跃所说的光伏陶瓷瓦，是公司从 2009 年
开始研发的新产品。耗时三年多，去年实现产业
化和规模化。这是一种光电建筑一体化节能新材
料，把太阳能电池集成在瓦片里，替代普通瓦片
并实现发电功能，是目前国内唯一通过欧盟 TUV
认证的太阳能光伏瓦产品。无论是隔热效果、产
品强度、渗水率，还是重量、使用寿命，光伏陶
瓷瓦都比普通瓦片优越，更重要的是，一般民居
屋顶只需安装 30 平方米，每年就可发电 2000~
3500度，基本可以满足普通家庭的用电需求，1平
方米光伏陶瓷瓦每年还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
110公斤。

“国内外市场对我们这种新产品接受情况非常
不错，已经出口20多个国家，10多个国家跟我们签
订了代理协议。在刚刚结束的全球规模最大、影响
最深的太阳能专业展览交易会——国际太阳能欧
洲展（Intersolar Europe）上，又有10个国家的代理商
和我们签订了代理协议。光伏和建筑结合是未来
的发展趋势，我相信随着产品类型的丰富和成本的
降低，市场前景会更广阔。”侯生跃说。

靠同质化产品的低价竞争已经走不下去了，
必须寻找差异化之道。在这轮行业洗牌中能够存
活下来的企业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越早转型存活的几率越大，这是不少业内人士不
约而同的心声。

可是，转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企业往
哪里转？有多少企业能够坚持下来？

“做差异化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要耐得住寂
寞。”浙江省光伏产业科技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赵
永红和光伏企业打交道多，对此感受很深。合大
在研发光伏陶瓷瓦的过程中，碰到了太多的困
难。从第一代光伏陶瓷瓦，到现在的标准化产
品，已是第十二代产品了。做第一二代产品时的
思路是高温烧制的陶瓷瓦与光伏模组进行结合，
结果切割传统陶瓷瓦出来后的产品率非常低；如
何实现光伏陶瓷瓦自动化封装，找了3家高校、科
研机构一起研制非标的专用设备。“现在产品完全
做出来了，很多人一看恍然大悟，原来还可以这
样做，可是整个过程中的艰辛只有企业自己最清
楚。做原创性、开拓性的工作是最辛苦的，但这

也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是企业制胜的法宝。”赵
永红说。

作为中国太阳能行业的佼佼者，浙江正泰太
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早早就明白这一点，从单一销
售组件转向国际一流的绿色清洁能源开发商，去
年销售额近 50 亿元，让同行难以望其项背。与一
味追求产能扩张的光伏企业不同，正泰太阳能棋
先一着，在产业链上下游布局，是国内最早介入
电站开发业务的企业，2008 年末就涉足光伏电站
的开发，目前已是国内光伏电站建设规模最大的
民营企业。公司外联经理冯涛介绍说，欧盟“双
反”对出口欧洲市场的光伏组件有一定影响，但
公司今年在国内外新建的电站能够消化自身一大
半光伏组件产品，所以影响不至于太大。

如果说正泰的成功转型依赖其雄厚的实力，
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品牌影响力和融资能力
作支撑，难以复制，那么对于民营中小企业居多
的浙江光伏产业，浙大桑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寻
求差异化发展的道路或许更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并网逆变器是桑尼的核心主打产品，转换效
率等关键指标处于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公
司研制的单相机及三相机 MPPT 追踪效率均达到
99.9%，远超国内同行，甚至超过大部分国际品
牌，受到客户好评。产品已通过德国、西班牙、
澳大利亚、英国、荷兰、丹麦、比利时等多项国
际权威认证，是业内为数不多的拥有多国认证的
逆变器企业。虽然产品去年才投入量产，但是因
为口碑好，迅速打开销路，为公司带来了 7000 多
万元的销售收入。

桑尼紧跟市场动向，在光伏储能并网发电系统
中发现了商机。太阳能受环境影响大，功率不稳
定，而且大部分家庭用户都是白天发电、夜晚用电，
因此新能源发电系统需要与储能技术及能量管理
系统密切结合。桑尼6月份刚刚研发成功的光伏储
能并网发电系统第一代产品样机在 2013 年国际太
阳能欧洲展上大放异彩，收到很多客户的预订单。
该产品将家用太阳能发电的自发自用比例从传统
应用模式的30%提高到80%左右，能够随时控制系
统当前状态，降低太阳能发电对传统电网的冲击，
后备电源无缝启动能保证重要负载的不间断供
电。今年 5 月，德国出台支持分布式光伏储能的新
政，针对小于 30 千瓦的光伏设施，规定既有光伏发
电加装储能设施给予每千瓦最高不超过660欧元的
补贴，这对桑尼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认准差异化，企业活得好

固守非出路，创新是王道

光伏产业陷入低谷的时候，也是技术飞速进步
和产业重新布局的关键时期。“如果没有这次低谷，
中国的光伏产业改革或许仍迟迟无法启动。很多根
本不懂光伏的老板，看到这个行业赚钱，就砸钱进
来，在 2010 年的时候，从零做到亿元产值是很快的
事情，只需购置设备进行加工，没有太多技术含
量，订单也多得接不完。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
会关注技术创新？现在不一样了，不创新就没有成
本优势，没有竞争优势，企业就活不下去。而且，
技术创新已经进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需要上下游
企业协作创新。”赵永红说。

虽然大环境不尽如人意，但浙江光伏企业中，
创新能力强、市场能力强、风险意识强的不在少

数，一批各具特色的创新型企业个个“身怀绝技”，
业绩逆势上扬，甚至已经成为细分市场的“单打冠
军”：正泰太阳能，国内民营光伏电站开发商第一
名；福斯特光伏材料，光伏封装材料全球市场份额
第一名；精功科技，国产光伏铸锭设备第一名；晶
盛机电，国产全自动晶体生长设备第一名等等，为
萧瑟的光伏“寒冬”平添了一抹亮色。

“那些固守传统业务模式、尚未积极应变的企
业，路只会越走越窄。等待行业回暖，寄希望于复制
以前那种简单代工生产就获得利润的模式，是不现实
的。”赵永红说。差异化的道路不止一种，可以创新
产品，可以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开拓新兴市场也是很
好的选择。

寒冬在延续春天已不远

“屋顶”争夺战已然打响
中国分布式光伏发电或将进入黄金发展期

6月19~21日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2013年国际太阳能欧洲展上，客商被浙江合大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光
伏陶瓷瓦所吸引。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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