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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我国光伏新
增装机已连续 8 年稳居全
球第一。 今年前三季度国
内 光 伏 新 增 装 机 约
18.7GW， 同比增长 17%。
据国家能源局预测， 今年
底光伏发电规模将超过风
电，成为全国第三大电源。

□ 2020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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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四四五五””光光伏伏年年均均新新增增装装机机有有望望达达 7700GGWW
■■本报记者 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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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中国光伏
产业并未因疫情影响而放慢脚步，而是表
现出了顽强韧性。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最
新透露， 预计今年全国新增光伏装机约
40GW，同比增长 32.8%。 与 2019 年新增
装机同比下滑 31.6%相比，实现了恢复性
增长。

记者从 12 月 10 日举办的 2020 中国
光伏行业年度大会上获悉， 国家能源局正
在测算“十四五”“十五五”的新能源发展目
标，其中，“十四五”光伏发电的发展目标将
远高于“十三五”。

我国光伏行业
抗冲击能力越来越强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
司长任育之表示，截至今年，我国光伏新增
装机已连续 8 年稳居全球第一。 今年前三
季度国内光伏新增装机约 18.7GW， 同比
增长 17%。 “据国家能源局预测，今年底光
伏发电规模将超过风电， 成为全国第三大
电源。 ”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勃华表示，“十三五”末，全国光伏累计装
机约 240GW，是“十二五”末的 5.6 倍。 截
至 2019 年，光伏行业供应链基本实现自主
可控， 光伏专用设备市场规模达到 250 亿
元，占全球市场的 71.4%，逆变器、胶膜、背
板、玻璃、支架、边框基本实现国产化、部分
实现出口； 多晶硅产量连续 9 年位居全球

首位，组件产量连续 13 年位居全球首位。
据王勃华介绍，五年来，光伏行业国外

市场的稳定性不断提高。过去，海外光伏市
场一大半在欧洲，欧洲的一大半在德国，市
场稳定性差。 “现在，我国光伏产业的海外
市场分散度在提高。 这说明我国光伏行业
在国际市场的抗冲击能力增强了， 东边不
亮西边亮。 ”

拓宽应用场景
创新商业模式

“当前， 可再生能源发电势头迅猛，光
伏已成电力增量主体。 ” 王勃华表示，在
2019-2025 年， 可再生能源将满足 99%的
全球电力需求增量。 到 2025 年，可再生能
源在新增发电装机中占比将达到 95%，其

中， 光伏在所有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中的
占比将达到 60%。 他预计，从 2021 到 2025
年，全球年均新增装机 222-287GW，市场
空间巨大。从中国市场看，“十四五”国内年
均新增光伏装机有望达 70GW， 乐观预计
达 90GW。

“国家能源局正在谋划‘十四五’期间
新能源发展布局、基地示范工程行动计划，
考虑在三北、 西南布局多个千万千瓦级的
新能源基地， 在各地推动建设一批百万千
瓦级的光伏发电平价基地。 ”任育之介绍，
计划“十四五”期间推动屋顶和地面分布式
光伏发电的建设， 使分布式光伏规模实现
跨越式发展， 以超大市场规模支持国内光
伏发电成本的持续下降。

任育之建议， 光伏行业要不断拓宽应
用场景，创新商业模式。随着光伏发电成本
的进一步下降， 可以考虑在西部土地资源
丰富地区建设大型的光伏发电基地用于制
氢。 可推动“光伏+储能”，从而使光伏发电
供电质量进一步提升。 “‘十四五’期间，国
家将推动一批示范项目建设， 促进光伏加
储能、光伏治沙、光伏制氢等新产业新业态
的成熟，并实施一级行动计划，促进光伏发
电多点开发。 ”

过去十年降本八成
“降成本就像挤白菜水”

王勃华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光伏
行业各环节成本稳步下降， 多晶硅价格下

降 24.9%，硅片、电池片、组件价格均下降
超过 50%，系统价格下降 47.2%。

无论国际还是国内， 光伏发电是十年
来成本下降最快的电源。2010-2019 年，光
伏发电成本下降了 82%，2019 年并网的光
伏发电项目电价，2/5 低于并网的最便宜
的化石能源发电。 “预计 2021 年并网项目
平均 PPA（电力采购协议）为 3.9 美分/千
瓦时， 较最便宜的化石能源低 1/5 以上，
低于 12 亿千瓦煤电的燃料加运行成本。 ”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院一位不愿具名专
家预测。

“过去十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超过
八成，成本下降越来越难。 ”王勃华说，“就
像挤白菜水一样， 刚开始很容易挤出很多
水，但后面每挤出一滴水都很困难。 ”

针对当前光伏玻璃供不应求和价格疯
涨，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仁贤
直言，“谁也没有想到光伏产业会被玻璃
‘划伤’，现在装上光伏板毫无利润可言。光
伏行业要更重视精细化管理、控制成本，做
好迎接颠覆性创新的准备。 ”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
凡表示，“随着光伏行业总体成本的下
降， 非技术成本占比越来越高。 大概有
15%左右的成本是光伏企业自身不能控
制的， 希望相关部门加大对非技术成本
的减负力度。 ”

在与会人士看来， 光伏发电的使用成
本持续得到优化和降低， 还需各个产业链
环节的协同发展及共同进步。

山东寿光市充分
利用沿海地区风能资
源充足的优势，积极引
进新能源开发企业在
开阔滩涂盐田上开发
建设风力发电项目，输
出绿色清洁能源，造福
一 方 群 众 。 图 为 12
月 5 日，寿光市央子华
能风电场，庞大的风车
群在滩涂盐田上运转，
场面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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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发文鼓励新能源
企业参与市场化交易

本报讯 12 月 9 日，山西省能源局
会同相关部门及单位结合实际研究制
定了 《2021 年全省电力市场交易组织
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方案》提
出，2021 年预安排统调发电量 2280 亿
千瓦时。 考虑山西省新能源装机的快
速增长等因素，2021 年全省发电量调
控目标预安排为： 优先发电量 774 亿
千瓦时， 其中包括风电机组优先发电
量 372 亿千瓦时， 光伏机组优先发电
量 160 千瓦时； 新投产机组调试电量
20 亿千瓦时，市场化发电量 1486 亿千
瓦时。

《方案》明确，风电、光伏等新能
源企业执行政府定价以外的电量应
积极参与交易，新能源企业暂按双边
协商交易方式参与普通交易，交易时
序安排在火电企业参加交易之前，不
再参加挂牌交易。新能源市场交易合
约只能在新能源企业之间开展合同
转让。 （张华博）

五类光伏项目暂不参加
青海调峰服务费用分摊

本报讯 日前，国家能源局西北监
管局发布 《青海省电力辅助服务市场
运营规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
指出：省内调峰辅助服务费用（除共享
储能和储热式电锅炉调峰外） 由网内
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以及出力高于
分摊基准的火电机组共同分摊， 共享
储能调峰和热式电锅炉调峰辅助费用
由太阳能发电、风电共同分摊。 水、火
机组容量、 新能源场站装机容量以电
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为准。

根据该征求意见稿， 扶贫光伏电
站、分布式光伏电站、光伏特许权电站、
领跑者新能源项目、光热电站暂不参加
调峰辅助服务费用分摊。 （刘艳兵）

云南3.94GW风电基地
开发完成投标

本报讯 12 月8 日，云南“8+3”风电
项目最后 3.94GW 风电项目业主优选
截止投标，正式进入评标阶段。 招标文
件要求，2020 年内力争开工一批，2022
年底前全部建成投产。 需要注意的是，
10 个风电项目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建设过程中可通过独立开发、组建
联合体、参股控股等形式推进项目。

10 个风电基地项目， 总装机 394
万千瓦。 分别是金钟风电场 （47 万千
瓦）、待补风电场（37 万千瓦）、富源西
风电场（80 万千瓦）、富源北风电场（35
万千瓦）、文兴风电场（48 万千瓦）、西
泽风电场（21 万千瓦）、罗平西风电场
（43 万千瓦）、通泉风电场（35 万千瓦）、
丹凤风电场（30 万千瓦）、盘江风电场
（18 万千瓦）。 （吴迪）

锡盟特高压外送风电
项目上网电价明确

本报讯 日前，内蒙古锡盟发改委
发布 《关于明确锡盟特高压外送风电
基地 700 万千瓦外送风电项目上网电
价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按照国家发展改委
电价政策规定，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
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执行 2016 年的
上网标杆电价 0.47 元/千瓦时 （含
税）；2 年核准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
不得执行该核准期对应的标杆电价；
2018 年底之前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
2020 年底前仍未完成并网的，国家不
再补贴。 （刘波）

推动能源革命与数字革命深度融合

综合能源服务拓宽新能源应用场景
■■本报记者 路郑

“随着新一轮能源技术革命兴起，互联网理念加
速向能源领域渗透，不同能源系统间的联接更加紧密，
能源服务由‘单一’向‘综合’加速演变，成为现代能源产
业的重要方向。 ”近日，在“能源互联网下的综合能源发
展”主题论坛上，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任伟理表示，综合能源服务在能源结构优化、能源效

率提升、能源智慧互动等方面具有多重价值和意义。
与会专家认为， 综合能源服务作为一种互补互

济、多系统协调优化的能源供应和消费模式，已成为
提升我国能源开发使用效率、 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
比例的重要发展方向。 未来，综合能源服务将深刻改
变能源供应方式。

前端市场拓展 +后端业务赋能格局已经形成
综合能源服务作为能源领域新业态，集成了

多种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不仅可以打破不同能
源品种间的行业壁垒和技术壁垒，还能增强跨领
域的协调互济能力，激发能源市场活力。 业内专
家认为，虽然目前综合能源服务面临诸多挑战和
制约，但发展前景广阔，未来有可能重构能源发

展格局。
记者从论坛上获悉， 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

已具备综合能源服务领域规划设计、系统集成、投
资建设、运行维护、评估评价的全产业链能力，并
已形成“前端市场拓展+后端业务赋能”的协同发
展格局。

“未来，应对电气化和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统，
储能的发展是一个痛点。 数字经济将是我们新的方
向。 新基建也将为综合能源服务提供越来越好的能
源和信息方面的技术物理支撑。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
究所研究员周伏秋表示， 从市场角度拓展思路，将
风、光、储等综合应用起来，这一点对于电网企业开
展综合能源服务至关重要。

在国网能源研究院能源互联网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张宁看来，建立“横向协同，纵向贯通”和

“全环节、全贯通、全覆盖、全生态、全场景”的综合
能源开放服务体系， 推动能源革命与数字革命深
度融合， 可根本解决新能源行业发展的难点和
痛点问题， 服务和推动我国新能源行业高质量
发展。

“就是在一定区域内通过模式创新，打破不同能
源之间的壁垒，在规划、运行、运营层面实现协同，提
升能源效率，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打造新兴
一体化的能源系统。 ”张宁说。

横向协同 +纵向贯通体系服务能源高质量发展

统化石能源，在需求侧要尽量大规模使用电能替代。需要注意的
是，在提倡数字赋能的过程中，应努力在基础理论和运营技术方
面不断创新，运用合理的商业模式，如果只是提出号召或者讨论
概念，就很难有实质性突破。 ”国电投智慧能源公司技术总监谢
丽萍表示。

目前， 我国综合能源服务水平和综合能效水平
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如电力系统
综合能效有待提升，源、网、荷等环节协调不够，各类

电源互补不足等深层次矛盾也日渐凸现。
“我们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与物理能源系统进

行紧密融合， 在供给侧要大规模用清洁能源替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