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来宾市象州
县的丰收水库光伏电
站总投资约 12 亿元，
总 占 地 面 积 约 3800
亩，计划利用水库滩涂
建成 150 兆瓦光伏电
站，是目前桂中最大的
光伏电站。图为俯瞰该
电站三期项目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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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 PPT 造车，现有 PPT 造风机”，所
谓的 PPT 造风机，指的是并没有进行相关的
产品研发，就直接带着 PPT 参与项目投标。

“自去年风电‘抢装潮’以来，风电市场
持续火热，开发商加快项目布局，整机招投
标也五花八门。 部分风机在投标时只做了设
计评估，中标后才真正投入资源研发机型。”
近日，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称，为满足

各地不同风电项目需要，开发商在招标文件
中对机型要求“放水”，有的“ PPT 风机”企业
也能中标。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风电行业快节
奏向前大迈步，今年的招标项目显示新机型
层出不穷，风机创新速度空前，这种突然爆
发的“创新实力”是否经得起推敲？ 又是否真
的有利于风电行业健康发展？

2014 年底，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规范
风电设备市场秩序有关要求的通知》， 其中
明确提到：“检测认证制度是保障设备质量
的重要措施，在接入公共电网的新建风力发
电项目所采用的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风轮叶
片、齿轮箱、发电机、变流器、控制器和轴承
等关键零部件， 须按照要求进行型式认证，
风电开发企业进行设备采购招标时，应明确
要求采用通过型式认证的产品，未获得型式
认证的机组，不允许参加招标。 ”

时至今日， 机组招标规则已悄然变化。
记者查阅多家电力央企今年公开发布的风
电项目招标文件发现，在竞标资格要求条款
中，有开发商明确“投标人所投机型已经取
得权威机构出具的设计认证证书和型式认
证证书， 如投标时未取得型式认证证书，须
承诺在供货前取得”； 有开发商只要求获得
具有有效期内的质量保证体系认证证书以
及证书或检验的报告，对于获得时限或证书
认证的形式规格，则并没有明确限制。

“型式认证和快节奏发展并不矛
盾， 远景能源的平台规划和研发效率
一直领先行业，在 2021 年平价市场环
境下推出的多款机型也受到了市场的
广泛认可， 目前的新增订单规模和市
场占有率保持行业第一， 而且远景投
放市场， 参与正式招标的所有新机型
全部都是具有权威认证机构型式认证
的机型。 ”远景能源首席技术官王晓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风电是一场
长跑， 头部企业都经历过行业市场历
史上太多的起伏， 最后之所以能够持
续成为头部企业， 是因为坚守产品技

术积累和质量严格控制的底线。 ”
金风科技风电研发中心系统测试

部副部长李晓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
详细介绍了其在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
上的持续投入。 她告诉记者， 近几年
来， 招投标期间型式认证虽已不是强
制规定， 但第三方机构认证仍是对产
品的一个良性背书。“早在 2007 年，金
风科技就开始了机组型式认证， 所有
产品的开发计划也理所应当将型式认
证作为一个必要的开发节点。 ”

值得注意的是， 记者在采访中
也了解到， 目前维斯塔斯、 金风科

技、 远景能源等多家全球头部风机
企业， 都拥有耗资不菲的测试验证
设施。公开信息显示，维斯塔斯在全
球多国均有测试验证中心， 针对整
机各个零部件、 不同风场环境等因
素进行研究测试， 金风科技也已针
对零部件、子系统 、整机 、场网等环
节建立了验证体系。

型式认证只是一个结果，但是这
背后体现的是风机产品企业对其所
提供的产品的态度、 方法和价值观，
这也是一个企业产品经久不衰的内
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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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PTT 风风机机””横横行行隐隐忧忧多多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丽丽旻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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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风电市场发展太快， 临时拼凑机型过多， 风机试验验证投入严重不
足，从整机、零部件到材料，都需要闭环试验和验证，以提升可靠性，这些
都需要持续投入和积累。 部分风机企业为了市场和订单，在没有前期投入
和技术积累的情况下，急于求成，同时，行业放松对质量和技术的敬畏，造
成目前“PPT 机型”充斥市场，为行业健康发展埋下隐患。

尽管我国已基本建立了成熟的风
电设备检测认证制度， 部分风机企业
也建立了检测试验中心， 但在招投标
要求“放宽”的情况下，多位业内人士
对记者表示了担忧。

“对具备实力的企业来说，即使是
开发中的机型中标， 通常也能够调配
足够的人力物力研发， 与认证机构合

作，充分迭代后完成认证。 ”某测试验
证机构人士告诉记者，但目前，部分风
机企业为了市场和订单往往在没有前
期投入和技术积累的情况下， 急于求
成， 同时行业放松对质量和技术的敬
畏， 放低招标的准入门槛， 造成目前
“PPT 机型”充斥市场。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 市场发展太快，

临时拼凑机型过多， 风机试验验证投入
严重不足，从整机、零部件到材料，都需
要长期投入， 进行闭环试验和验证，以
提升可靠性。风电开发商的应考虑提高
项目招投标“门槛”，并严格执行有关标
准，这也将有利于帮助目前参差不齐的
风电整机制造商提高质量和管理水平，
让风电产业走得更稳。

整机招标规则悄然放宽
警惕整机招投标“放水”

型式认证是否还有必要？

近 10年来，中国光伏行业成本飞速下降，物流成本价格变化并不明显———

光伏物流降本难在哪
■■本报记者 姚金楠

在国际海运成本居高不下备受关注
的同时，近日，又有光伏制造企业向记者
透露，随着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速，国内物
流环节也亟待升级优化。 “中国光伏企业
非常愿意尝试智能制造设备，但在厂内数
字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同时，厂外物流
服务却依然与十年前相差无几。 ”

当前，物流在光伏产品成本中的占比
多少，有哪些环节需要完善和优化呢？

物流成本管控渐受关注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预
测数据，2021年，国内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规
模将达到 55-65吉瓦。 出口方面，中国机电
产品进出口商会太阳能光伏分会预计，我国
光伏组件出口量今年有望超过 90吉瓦。

按照上述预测， 有行业专家测算指
出，参考目前国内市场的光伏物流平均成
本，2021 年国内新增装机产生的光伏物
流成本约为 24 亿元， 出口组件的国内段
物流成本约为 36 亿元。

江苏赛拉弗光伏系统有限公司运营
总监姚金春告诉记者，最近十年，中国光

伏行业的成本经历了飞速下降的过程，组
件成本降幅甚至超过 90%。 但就物流而
言，价格变化其实并不明显。

“十年前， 物流费用占组件销售成本
的 1%左右，所以各大企业对物流环节的关
注度并不高，但现在物流成本占比已经达
到 3%-5%， 在光伏全面平价上网的压力
下， 大家开始越来越注重物流环节的降
本。 ”姚金春说。

降本并非简单降价

“国内的物流行业竞争已经非常充
分，价格很透明，找三四家企业同时询价，
往往报价都差不多。”姚金春表示，国内很
多物流公司并没有足够的自有运力，而是
在接到订单后临时组织运输货车，“由于
货车司机之间相互信息共享，所以价格基
本上没有太大的浮动空间。 ”

“其实现在很多物流供应商都还是传
统的‘车老板’，当提出能不能再做一些物流
优化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价格已经
降不下来了。 ”国内某组件供应商销售经理
表示，在物流成本控制上，降本并非简单降

价。“组件厂其实更希望在交付服务、客户体
验、路勘能力等环节实现优化。 ”

“我们承接过一个上海崇明岛渔光互
补光伏项目的组件运输工作， 运距约
1350 公里，中途还需要经过一些村庄。 项
目地环境复杂， 提前路勘就十分重要，哪
些地方的路面需要硬化，哪些拐弯处需要
拓宽，类似的情况我们都提前形成路勘报
告，给出一些合理化建议，规划出中转短
驳、仓储倒箱等个性化的物流方案。”壹站
（上海）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光伏事业部
总经理方明告诉记者， 通过提前路勘、运
力精准匹配等成本管控措施，崇明岛项目
的物流成本可以节约近 10%。

数字化手段待升级

“我们现在收发快递， 已经习惯了在
网上跟踪包裹状态，随时随地都能了解快
递的进度，但是对于光伏这样货值更高的
产品，传统物流公司却无法提供同等的服
务，无法给客户效率更高、体验更好的服
务。”方明说，“以终端签收为例，在具体项
目现场，一旦对方收货，我们要求司机第

一时间将签收信息录入系统并提供送达
证明。 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大幅
提高上游的对账和结算效率。 ”

不仅如此，方明指出，光伏行业的物
流还需要配合更多数字化手段去进行成
本管控。 “光伏组件企业目前对物流的管
理仍然比较粗放，物流成本和项目成本高
企，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这些问题
都是可以通过数字化物流改善的。根据平
台沉淀的数据，输出定制化的车型装载配
载方案，建立一套成熟的货运价格模型为
企业匹配成本更低的车型组合，物流全流
程轨迹进度可视化等服务，这些都能够帮
助光伏企业降本增效。 ”

“比如下游的组件厂对电池片有物流
需求，为了保障生产持续进行，组件厂的
仓库里必须有足够的库存保障。 那么，物
流公司要以什么速度去匹配仓储，上下游
的生产时间叠加物流时间要控制在什么
节奏， 这些都是成本控制中可以去优化
的。 现在我们已经尝试上线了预警功能，
在四小时左右的时间偏差时，就会给上下
游发出预警。 ”方明说。

上海市：

“十四五”实施
农业光伏专项工程

本报讯 7 月 20 日，上海市人民
政府印发《上海市乡村振兴“十四五”
规划》， 要求着力构建大都市乡村产
业体系，全面推进都市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

《规划》要求促进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推进绿色生产方式，积极推进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实
施农业光伏专项工程， 结合设施农
业项目建设农光互补、 渔光互补项
目。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集中打
造 2 个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10 个
示范镇、100 个示范基地。 加强农药
包装废弃物和农业薄膜回收处置，
回收率达到 100%。支持种养结合与
农业资源循环利用， 畜禽养殖废弃
物和粮油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实现
全覆盖。 （江临秋）

贵州省：

“十四五”分散式风电
总规模 170万千瓦

本报讯 贵州省能源局日前印发
《贵州省分散式风电开发建设 “十四
五”规划》，明确结合风电开发企业在
贵州省开展的分散式风电开发前期
工作情况，贵州省分散式风电开发建
设规模为 170 万千瓦， 其中，“十四
五” 时期重点建设规模 50 万千瓦，
“十四五”时期储备风电项目规模 50
万千瓦， 远景储备风电项目规模 70
万千瓦。

贵州省地处我国西南云贵高原
的东坡，地貌以高原山地、丘陵和盆
地为主， 其中 90%以上为山地和丘
陵，区域内风能资源具有一定的开发
潜力和价值。 拟选分散式风电场址年
平均风速在 5.0-6.5 米/秒之间，年利
用小时数在 2000—3500 小时之间。

据悉，截止到 2020 年底，贵州省
风电累计装机 580 万千瓦， 在建项目
装机 40万千瓦。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为 1800-2100小时， 基本不存在弃风
现象。局部地区受到特定断面影响，存
在一定的送出受限问题， 但 2020 年
全年弃风率不到 1%。 （江临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