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陆上风电 “抢装潮”落
幕，多家整机商报价低于 3000元/千
瓦，行业内最低价格逼近 2600元/千
瓦，有机构预测称，国内风机平均
价格或全年持续回落。

新能源·产业10
□ 2021 年 3 月 8 日

□ 主编：董欣 □ 版式：徐政
□电话：010-65369452��□邮箱：dongxin0271@yeah.net

报报价价从从 44220000元元//千千瓦瓦高高点点一一路路降降至至 22660000元元//千千瓦瓦，，引引发发猜猜测测——————

风风机机价价格格今今年年会会否否““探探底底””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丽丽旻旻

关注

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市场并未如业内预计的
那样，在 2020 年迎来爆发，尽管有超过 20 个省市区
相继发布了 BIPV 相关政策支持其发展， 如北京市等
明确建设 BIPV 绿色建筑享有补贴， 山东省等则发布
了 3 年规划、5 年规划，但 BIPV 市场空间并未被真正
激活，作为光伏行业新兴领域，BIPV 市场静待开启。

■■全球逾七成新增装机来自中国

国际能源署旗下 IEA-PVPS 发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全球 BIPV 年新增装机规模约在 1 吉瓦左右。
其中，欧洲市场占有率较高，年新增装机规模约在
200-300 兆瓦之间。 来自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光电建
筑专委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 我国主要
光电建筑产品生产企业 BIPV 总装机容量约 709 兆
瓦，总安装面积为 377.4 万平方米，约占全球 BIPV
市场七成。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光电建筑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何涛介绍，这显示出我国企业在 BIPV 产品生产、销
售方面较强的实力，“部分国内企业 BIPV 产品产量已
经超过欧洲。 ”

整体看来，目前全球 BIPV 市场仍处于起步时期，
距离规模化发展尚远。

据何涛介绍：“由于存在多种商业模式、 应用方
式，统计口径难以统一，截至目前，SPE、国际可再生
能源署、IEA-PVPS 等机构都没有对光伏建筑装机量
进行精确的分项统计。 ”尽管如此，不同的数据均显
示出中国的 BIPV 市场潜力巨大。 根据住建部的统
计，截至 2019 年底，我国累计光电建筑应用装机规
模约 30 吉瓦。 上述统计数据也包含了在已建成的建
筑屋面上安装光伏组件的装机规模， 即光伏组件与
建筑结合（BAPV），而这正是我国光电建筑市场的主
要增长方式。

“根据测算，当前我国光电建筑应用面积占既有
建筑的比例仅约 1%， 且多以工商业屋顶应用为主，
应用拓展潜力较大。 ”何涛坦言。

■■或成分布式光伏新增长点

早在 2017 年， 分布式光伏就已在国内大部分地
区工取得较为可观的投资收益率，但新增装机规模增
长速度却并不稳定。 2017—2020 年，国内分布式光伏
新增装机容量分别为 19.4 吉瓦、21 吉瓦、12.2 吉瓦和
15.5 吉瓦。

来自天风证券的分析师认为，影响因素主要在于
三方面。 首先，在光伏电站 25 年的寿命期内，可能因
屋顶老化、企业搬迁等因素影响光伏电力持续稳定消
纳。 其次，分布式光伏电站商业模式较为复杂，涉及屋
顶所有者、用电方、投资方、建设安装商、电网公司等
多个利益相关方，并且转让难度较大，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投资收益率。 最后，由于电站持有者可能为运
营商而非企业，而运营商一般为中小企业，地面电站
投资者则一般为国企央企， 且电站投资回收期较长，
导致融资难度较大。

在业内看来，作为新兴分布式光伏模式，BIPV 或
因较少受到上述因素影响，成为拉动分布式光伏新增
市场快速增长的重要方式。据天风证券，选择 BIPV 即
代表发电设施和建筑融为一体，屋顶所属权归用电方
所有，可降低商业模式的复杂性，有利于转让及减少
利益方。 同时，随着光伏发电价格的不断下降，以国内
工商业屋顶应用测算，BIPV 的经济性最佳。

■■“零碳建筑”受期待

北京建工集团建筑技术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
师武艳丽表示，目前我国建筑碳排放占到全社会总碳
排放量的 31%，零碳建筑将是未来助力实现“碳中和”
的关键路径。

“建筑领域对光伏寄予厚望， 希望光伏可以成为
实现‘30·60’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 ”何涛持有同样的
观点。

据何涛介绍，我国每年新建建筑面积约为 20 亿
平米， 可以实现光伏发电的面积在 1.2 亿平米左右，
换算后约可助力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增长约 18 吉瓦，
可实现年发电量 1800 万千瓦时，待开发市场巨大。

据了解， 国内不少光伏企业已推出了针对 BIPV
市场的产品，晶科能源 BIPV 幕墙、隆基股份首款装配
式 BIPV 产品“隆顶”、日托光伏 S 系列柔性组件等，都
锁定了 BIPV 应用场景。

有观点认为，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 BIPV 市
场，BIPV 领域相关产业链、项目能够更快、更广泛地
落地。

我国 BIPV 市场蓄势待发
■■本报记者 董梓童

核心阅读

2020 年，已有超 20 个省市区发布政策
支持 BIPV发展，全年新增装机量约占全球
市场七成，部分企业产品产量超欧洲。

国家能源局就 2021 年风电、
光伏开发建设征求意见：

年度新增规模将由
各省自主确定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日前，国家
能源局印发《关于 2021 年风电、光伏发电
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
稿）》。 征求意见稿明确，2021 年，全国风
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
到约 11%。

根据征求意见稿，国家层面将不再下
发 2021 年新增风电、光伏开发建设规模，
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依据本区域非水电
消纳责任权重， 合理确定本地区 2021 年
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年度新增并网规模和
新增核准（备案）规模。 具体而言，各省级
能源主管部门应按照国家明确的本地消
纳责任权重，测算确定 2021、2022 年年度
保障性并网规模； 组织 2021 年拟并网的
存量项目纳入 2021 年度保障性并网规
模； 根据 2021 年度保障存量项目并网后
剩余保障性并网规模和 2022 年度保障性
并网规模，按照前述原则编制竞争性配置
方案， 组织开展保障性并网竞争性配置，
确定纳入 2021、2022 年度保障性并网规
模的新增项目。 同时，组织超出保障性并
网规模且仍有并网意愿的新增项目通过
市场化方式落实新增并网消纳条件。在此
基础上， 编制年度项目开发建设方案，有
序组织项目开发建设，并协调电网企业保
障项目并网接入。保障性并网竞争性配置
及市场化并网工作应由省级能源主管部
门组织，不得下放地方。

征求意见稿同时指出，国家将建立保
障性并网、市场化并网等并网消纳多元保
障机制。

保障性并网指各地落实非水电消纳
责任权重所必需的新增装机由电网企业
保障并网。市场化并网指超出保障性消纳
规模仍有意愿并网的项目， 通过自建、合
建共享或购买服务等市场化方式，在落实
抽水蓄能、储热型光热发电、火电调峰、电
化学储能、可调节负荷等新增并网消纳条
件后，由电网企业保障并网。

纳入保障性并网规模的项目由各省
级能源主管部门以项目上网电价或同一
业主在运补贴项目减补金额等为标准开
展竞争性配置。 优先鼓励保障性并网规
模与减补金额相挂钩， 原则上各省应有
不少于 1/3 的保障性并网规模定向用于
存在欠补的企业以减补获得保障性并网
资格。

随着陆上风电平价时代的正式到来，
作为风电降本的关键一环， 风机的价格走
势成为业内关注的重点。今年以来，华润电
力、 华电集团等多家开发商陆续公布最新
风电项目集中招标采购结果， 全国主要整
机商均参与其中， 其中多家整机商风机报
价已跌至 3000 元/千瓦以下， 最低已达到
2600 元/千瓦左右，较 2020 年初陆上“抢
装潮” 时期的价格高点 4200 元/千瓦出现
大幅下降。

自 2020 年下半年至今，国内风电项目
中标风机价格呈现持续走低之势， 业内普
遍认为， 今年风电行业很可能不会延续去
年风电新增装机“爆发式增长”的趋势，整
机商正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有预
测机构称，风机“价格战”一触即发，全年价
格或持续回落。

“抢装潮”落幕 风机价格高位回落

今年 2 月，华润电力公布了 12 个风电
项目的开标结果，信息显示，风机价格最低
达到了 2842.9 元/千瓦， 最高仅为 3052.2
元/千瓦。 而在今年初， 华电集团 2021 年
1774.7 兆瓦风电机组集中招标采购的开标
情况也显示， 多家整机商报价都已低于
3000 元/千瓦。

2019 年初，因陆上风电补贴退坡期限
渐行渐近， 风电行业迎来了新一轮 “抢装
潮”，“供不应求”的风机，价格一路飙升，从
2019 年底的低于 3000 元/千瓦涨至接近
4000 元/千瓦。 2020 年 3 月，含塔筒的单台
风机平均中标价格最高超过了 4800 元/千
瓦， 这意味着不含塔筒风机中标价格也超

过了 4100 元/千瓦。
然而，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多个风

电项目风机中标价格均已低至 3100 元/
千瓦。 2020 年底，华能集团北方平价大基
地主机打捆招标开标结果显示，所有标段
风机价格均创下新低，有整机商在包括塔
筒、 基础锚栓在内的情况下报出了 3101
元/千瓦和 3131 元/千瓦的最低价， 刷新
了平价基地风机主机价格的最低纪录。业
内有测算认为，这一报价水平也意味着目
前行业内风机最低价格已逼近 2600 元/
千瓦。

在业内人士看来， 随着风电 “抢装
潮”落幕，风机需求较高峰时期已出现大
幅回落，这也直接导致风机价格走低，各
大整机厂商之间的风机“价格战”可能也
会再现。

全年风机报价或持续走低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
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卫权告诉记者，随着陆
上风电“抢装潮”的结束，今年风机价格将
回落。

“一方面，今年风电市场需求较去年有
了明显下降， 去年风电装机同比出现了
爆发式增长， 但这一趋势在今年不会延
续，另一方面，不论风电还是光伏，未来仍
需要与其他电源竞争，技术进步以及成本
降低成为必然，风机价格理应下降。此外，
投资商要在平价的情况下保证收益率，
也会控制风机成本。 ”王卫权表示。

与此同时，市场分析机构伍德麦肯兹
也在近日发布的报告中预测称，今年国内
风机平均价格很可能进一步下降至 2500
元/千瓦以下。伍德麦肯兹称，随着储备项
目的恢复以及行业开始适应无补贴时代
的发展规律，风机价格在今年下半年将逐
渐稳定，同时吉瓦级风电基地项目的发展
潜力巨大，这也将促使风电整机商以最低
报价参与投标，进而拉低全国风机平均价
格水平。

在王卫权看来， 国内风机价格受到
诸多因素影响，会否在今年“探底”尚难
以预测。他指出，风机价格不仅受到风电
市场本身影响， 更会因产业链供应情况
以及原材料价格出现波动，其中钢材、玻
璃纤维、 巴沙木等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对
于风机价格影响相对较大。

“价格战”不利于行业长远发展

对于可能出现的风机“价格战”，有分
析师指出，如果风机价格持续走低，整机商
盈利能力很可能持续处于底部， 对行业长
远发展来说或有不利影响。

王卫权指出，目前整机商“拼低价”对
企业本身并无益处。“如果企业利润水平下
降， 用于技术更新和新技术研发的资金可
能就有所减少， 进而影响行业未来整体的
发展。另外，这一现象对风电机组制造质量
也可能带来隐忧。 ”他说。

金融机构国信证券也曾分析指出，对
于运行期长达 20 年的风电项目而言，风机
资产是其最主要的资产， 如果风机厂商不
能维持合理的毛利率将很难长期存续运
营，不仅难以兑现质保承诺，投入研发实现
技术进步也更加困难。

“风机成本主要来源于叶片、 塔筒、机
舱罩等零部件，可以从三方面推动降本，一
是减少原材料的使用，减轻风机重量。二是
增大风轮直径，提高风机的发电性能。三是
推动风电重点零部件的国产化工作。”王卫
权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