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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 湖南
省永州市江华瑶族
自治县沱江镇下蒋
新村光伏发电站，送
出源源不断的清洁
能源。

近年来 ，江华县
大力开展“光伏产业
扶贫 ”行动 ，助农增
收。 目前，全县已建
成 8 个光伏发电站，
总 装 机 规 模 达 到
47.9 兆瓦 ，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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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湖南南江江华华：：光光伏伏扶扶贫贫 助助农农增增收收
政策发布

国家发改委发文推广
“光伏+园区”模式

本报讯 7 月 7 日， 国家发改委印
发《“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循环型生产方式全面推行，绿色设
计和清洁生产普遍推广， 资源综合利
用能力显著提升，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
基本建立。

《规划》指出，当前我国循环经济发
展仍面临重点行业资源产出效率不高，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规范化水平低，回收
设施缺乏用地保障等问题。 《规划》提
出，要推进园区循环化发展工程。 制定
各地区循环化发展园区清单，按照“一
园一策” 原则逐个制定循环化改造方
案。 组织园区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改造。
积极利用余热余压资源， 推行热电联
产、分布式能源及光伏储能一体化系统
应用，推动能源梯级利用。

《规划》要求，具备条件的省级以上
园区 2025 年底前全部实施循环化改
造，发挥清洁能源供应和农村生态环境
治理综合效益。 （江临秋）

“暂缓”是为“摸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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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布布式式光光伏伏““整整县县推推进进””如如火火如如荼荼——————

多多地地暂暂缓缓项项目目备备案案并并网网为为哪哪般般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姚姚金金楠楠 韩韩逸逸飞飞

随着分布式光伏 “整县推进”
的步伐加快，目前，已有超过 20 个
省、市发布相关政策通知。 但与此
同时 ，近期 ，包括山东省沂水县 、
河北省隆尧县、浙江省缙云县、福
建省南安市等多个县、 市却开始

暂缓甚至暂停分布式光伏发电的
项目备案及电网接入审批。

一面是“举全县之力”的“集结
号”， 另一面却是 “暂缓”“暂停”的
“休止符”。 分布式光伏到底该如何
“整县推进”？

7 月 1 日，浙江省缙云县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县统筹和暂缓
各地在谈与拟建光伏项目的紧急
通知 》，通知全县各乡镇 （街道 ）、
经济开发区、 丽缙园区等所有在
谈、拟建的光伏发电项目，一律暂
缓；同时，暂缓受理光伏项目立项
备案（含丽缙园、壶镇镇），电力公
司暂缓受理光伏电力接入审批（不
含在建项目）。

“我们的政策全文，其实丝毫没
有说停止备案，只是暂缓。 ”浙江省
缙云县发改局相关负责人朱金明告
诉记者，“暂缓”的目的是为了对县
内的分布式光伏做一个 “摸底”。
“而且，我们发布的是‘紧急通知’，
就是几天的事。 截止到 7 月 5 日，
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基本信息的收
集， 现在已经可以恢复项目备案的
受理和接网审批。 ”

朱金明表示，此次“紧急”摸底，
一方面是想了解在当地从事分布式
光伏开发企业的基本情况。 “有些企
业是看着政策好、 有利可图就一窝

蜂涌进来， 可能在很多方面都缺乏
开发分布式光伏的经验， 对于这样
的企业， 我们一定得心中有数才能
发挥好监管职能。 ”另一方面，朱金
明坦言， 分布式光伏特别是户用屋
顶光伏的开发，必须以自愿为前提。
“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
大家更在乎装了光伏， 会不会影响
屋顶安全性、美观度。 那么，怎么能
既不破坏屋顶景观， 又装上光伏电
站，这需要结合建筑和光伏，用更新
的技术必然会推高开发成本， 对开
发企业的要求也更高。 老百姓怎么
想，企业能做到什么程度？ 方方面面
我们都得心中有数。 ”

同样， 河北省故城县发改局相
关负责人纪某也表示， 故城暂缓分
布式光伏发电建设、 暂停立项备案
和并网申请的主要用意， 也是为了
进行摸底排查， 初步了解全县范围
内分布式光伏的剩余空间。 故城县
发改局表示， 待整县推进屋顶式光
伏试点方案确定后， 会视情况研究
实施分布式光伏的开发建设。

摸底排查无可厚非， 但据记者了解，也
有部分地区的 “暂停”“暂缓” 却并非简单
“摸底”。

6 月 16 日，山东省沂水县分布式光伏工
作专班办公室发布 《关于全县暂缓在谈拟
建光伏项目的紧急通知》， 同样要求暂缓
所有在谈和拟建的光伏发电项目，同时要

求沂水经济开发区、 县行政审批局和供电
公司暂缓光伏立项备案和并网申请。 《通
知》明确指出，沂水县已经启动整县推进分
布式光伏试点工作，当前的“暂缓”是为了
突出规模效应，统筹考虑整体布局、电网负
荷和储能建设。

但有知情人向记者透露，沂水县的“整

县推进”试点采取的“一企包一县”模式。 “县
里有意把所有的资源和项目都交给当地一家
国有企业，让他们全权负责。 ”

对于这一说法， 记者致电沂水县发改局
试图求证真伪。说明来意后，沂水县发改局相
关负责人李某直接挂断电话不予答复。

部分地区“暂缓”另有隐情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整县推进”切忌内定
对于分布式光伏的“整县推进”，中国光

伏行业协会发文指出， 地方政府要把重点
放到整合屋顶资源、 打通分布式光伏项目
落地难等痛点上。 至于项目业主， 应该用
开放式、 市场化的方式来选择， 坚决不能
搞“一刀切”，更不能搞指定某一企业这种
计划性行政式的命令。 户用光伏这种较为
分散、 屋顶业主诉求多元的项目， 通过这
几年政府和光伏从业者的不断努力， 相关
的业务模式已经成熟， 销售渠道也已基本
铺开， 地方政府就更不应该用所谓计划式
的行政命令将户用光伏强行纳入到单一开

发主体中， 这不仅不利于促进分布式光伏
的发展，更会打击当地光伏从业者的就业，
甚至会引发百姓的反感。

7 月 7 日，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在官方
网站上专门回复了针对分布式光伏“整县推
进”的政策疑问。 新能源司指出，在分布式光
伏“整县推进”的过程中，要坚持自愿不强
制、试点不审批、到位不越位、竞争不垄断、
工作不暂停。 各地是否开展试点以及开展多
少个试点由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己决
定，不搞行政命令。 各地屋顶分布式光伏开
发市场应向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开放，企业

可根据自身条件和优势，参与市场竞争，参加
开发建设。 各地应保持工作连续性，对于本
地区正在开展备案和开发建设的光伏发电项
目应当按照有关程序继续推进，不得以开展
试点为由暂停、暂缓现有项目立项备案、电网
接入等工作。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译阳强
调：“我们并不是反对‘一企包一县’，而是
反对不公开的 、 强制的将所有屋顶外包
给一家企业。 不管是哪家企业 ， 不管是
央国企还是民营企业， 都要公平竞争、公
开透明，而不是‘内定’。 ”

■■本报实习记者 姚美娇

自 6 月末国家能源局发布 《关于报
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
点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来，
截至记者发稿，已有 23 个省市区发布推
进试点工作文件，央国企、光伏龙头企业
也纷纷加入到这场万亿级市场规模的开
发大潮中。

打开市场化交易

《通知 》 明确了项目申报试点县
（市、区）的党政机关建筑屋顶总面积
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 50% ；学
校 、医院 、村委会等公共建筑屋顶总
面 积 可 安 装 光 伏 发 电 比 例 不 低 于
40% ；工商业厂房屋顶总面积可安装
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 30%；农村居民
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
于 20%。

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分布式光伏

装机约 8100 万千瓦， 占光伏发电装机
总量的 31%。当前，集中式、分布式并举
将成为新常态，分布式新能源装机占比
有望进一步提升，打开万亿级市场。 业
内人士分析， 试点一旦推开， 党政机
关、学校、医院、村委会等的屋顶光伏
安装会快速启动。 实际上，上海、辽宁
以及内蒙古均对屋顶光伏安装量作出
了要求。

另外，《通知》鼓励试点县（市、区）按
照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开
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
（发改能源［2017]1901 号）等有关政策要
求， 积极组织屋顶光伏开展分布式发电
市场化交易。

“主要希望大面积推广屋顶光伏，过
去屋顶光伏主要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
《通知》 明确可以参照 2017 年分布式发
电市场化交易试点文件， 还是希望能够
打开分布式发电的市场化交易， 放开隔
墙售电。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
书长彭澎分析。

落地有痛点

记者梳理发现，从参与主体来看，部
分地区涉及 “一企包一县”“每个试点确
定一个业主”等内容。 “我认为‘一企包一
县’有些‘一刀切’。 ”一位企业人士指出，
“可以通过市场化运作，比如把屋顶光伏
开发权拿出来竞争比选， 通过市场化的
竞争模式来选择企业。 当然，如果政府和
企业谈好了‘一企包一县’，双方你情我
愿也是可以的。 ”

“早期推广过程中，会有多种参与模
式涌现。 如果后期‘一企包一县’推行不
下去，相信会回归到市场为主的模式，大
家都能开发分布式光伏， 无非是开发下
来后，可以重点由一个企业进行投资。 ”
彭澎说。

部分省份明确先简单尝试性推进，
提出 “选取 1-2 个有意愿的试点参与申
报”，而有些省份已明确工作思路，如甘
肃将按照“3+10+X”框架开展工作。

“各个省份的情况不同，方案会有出
入。 浙江、江苏这些商业化氛围更明显的
区域， 是有条件做分布式市场化交易
的。 ”彭澎表示，“分布式市场化交易并不
容易做，现在来看，选择能报尽量报的方
案较多，鼓励各地积极参与。 ”

“试点方案还在摸索阶段。 建议国
家层面为一些先行开展试点的地区出
台一定的优惠政策， 比如优惠贷款等，
让试点更好发挥带动作用。 ”上述企业
人士建议。

实际上， 目前已有省份提出了相关
优惠政策。 青海海西州就提出可以积极
探索屋顶光伏电站的投融资模式， 采用
能源合同管理模式等多种形式， 吸引社
会资本积极投资。

市场“争夺战”激烈

有业内人士分析， 央企在分布式业
务上将有较高的参与度。 “一方面，国有
企业要紧跟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另

一方面， 还有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
重要任务， 在近两年补贴逐渐退坡的大
环境下， 屋顶分布式光伏的收益率也在
逐年降低。 ”上述企业人士指出。

“整县推进重点考虑央国企，很重要
的原因是收益率是固定数字， 对用电户
或当地政府有更多的让利空间。 另外，涉
及建筑物防火、运维等问题，大家普遍认
为国企承担责任的能力更强， 更有能力
承担赔偿，更利于控制风险。 ”彭澎说。

民营光伏龙头企业也正积极争夺市
场。 中来股份日前表示，将与华为联手，
将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相融合，为项目制
定差别化实施方案； 天合光能也紧跟政
府节奏， 为整县开发提供从光伏产品到
智慧能源的全场景解决方案； 易事特集
团日前召开动员大会，抢抓“一县一企”
屋顶光伏发展机会。

“民企直接对接整县的屋顶开发项
目， 相比央企和地方国企的优势不会特
别突出。 因此要尽早、快速参与到当地一
些大型项目中。 ”有业内人士指出。

背景新闻 光伏“整县推进” 全国多点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