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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球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规模再破纪录。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的2023年度报告显示，去年，全
球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约为375吉瓦，同比增长超
30%。其中，中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相当于2022
年全球太阳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是全球最大光伏市
场和产品供应方。未来10年，全球光伏产业仍将保持
较高速增长。

“全球光伏装机量与发电量将保持快速增长。到
2027年，全球光伏累计装机量将超过煤炭。”2月28日，
在光伏行业2023年发展回顾与2024年形势展望研讨
会上，中国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同样给出了积
极预测。在他看来，全球光伏市场多元化呈现加速趋
势，吉瓦级市场不断涌现，在政策等因素影响下，虽然
各国市场仍面临一定挑战，但前景总体乐观。

●●中国贡献居首位

国际能源署在报告中强调了中国光伏的亮眼表
现。从数据来看，无论在应用，还是在产品方面，中国

都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中国占全球光伏发电新增装
机的比例再创新高，达到56%。

与此同时，中国不仅保持了全球十大光伏市场
的位置，在出口上也取得新突破。“2023 年，我国光
伏产品出口更加多元化。欧洲依然是最主要的出
口市场，约占出口总额的 42%。亚洲占比从 36%上
升至 40%。”王勃华说，“组件出口前十名的国家占比
从 70%下降至 62%。1 亿美元以上的出口市场数量
增加 7 个，5 亿美元以上的出口市场增加 4 个，荷兰、
巴西、西班牙和印度依然保持前四大出口市场地
位，但比例均有下降。比利时、沙特、巴基斯坦市场
跻身前列。”

王勃华透露：“总体来看，2023年，我国光伏产品
出口总额约为484.8亿美元。其中，硅片、电池片、组件
出口量分别为70.3吉瓦、39.3吉瓦和211.7吉瓦，同比
分别增长93.6%、65.5%和37.9%。”

另据市场分析机构 InfoLink Consulting 的数据，
在2023年全球组件出货排名中，前十家企业均为中国
企业。

国际能源署预计，2024年，中国光伏产业链各环
节将继续主导全球产能存量与增量，占比有望进一步
提升。

●●新市场不断涌现

在多家行业研究机构看来，2023年，全球光伏发
电装机规模增长是在供应链价格下降背景下，各国市
场需求均保持旺盛，应用不断落地的结果。一方面，
大国市场维持积极发展态势；另一方面，新兴市场不
断涌现。

王勃华指出：“全球光伏装机市场多元化趋势愈
发明显。2021年，全球共有17个吉瓦级市场；2022年，
增至26个，其中以欧洲国家为主；2023年，全球吉瓦级
市场国家数量达到3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量增
多。预计2024年、2025年，全球吉瓦级市场数量将分
别达到39个和53个。”

在王勃华看来，2024年，全球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有望超过400吉瓦，再上一层楼。“超过100个国家在去
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达成一项重要协议，到2030年
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加3倍。具体到光伏而
言，到2030年，光伏装机容量将从2022年的1055吉瓦
增加5457吉瓦。短期来看，2024年，保守情况下全球
光伏新增装机与去年持平，达到390吉瓦左右，乐观情
况下能达到430吉瓦。”

标普全球光伏首席分析师胡丹则给出了更为积
极的预测：“2024年，全球光伏发电装机规模或将超过
500 吉瓦。中国在全球占比可能小幅回调，美国、印
度、德国、西班牙、巴西、日本、澳大利亚、波兰等是重
点市场。”

●●机遇与挑战并存

虽然全球市场预期稳定向好，但行业研究机构认
为，全球光伏发电新增装机仍面临不确定性。彭博新能
源财经表示，受当地因素限制，如电网接入、土地和劳动
力获取问题等，各国推进光伏发电项目落地仍存在挑战。

其中，政策变化是全球各国要应对的共性问题。
胡丹表示：“2024年是大选年，包括美国、英国、印度、
墨西哥在内的一批重要光伏市场均要大选，各国政局
的变化将给经济环境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同时，即使政府鼓励引导，推出了一系列政策红
利，然而实施后仍然会出现新痛点。以印度为例，近
年来，印度持续激发光伏需求，开展集中式项目招投
标工作，同时还出台了户用光伏补贴政策。印度光伏
发电新增装机规模因此有所增长，不过远低于该国此
前提出的目标，且有可能无法实现气候目标。

InfoLink Consulting指出，印度民众无法承担高昂
的安装费用、政府行政流程造成了项目延宕等因素给
印度发展光伏产业带来挑战。印度正计划加大投资
力度、简化审批程序促进光伏产业发展。

巴西等国也在光伏项目行政审批上遇到了麻
烦。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巴西能源监
管机构收到超过120万份光伏项目联网申请，数量巨
大，但审批程序缓慢。去年，有吉瓦级项目已经完成
安装，却因排队审核无法并网发电。

另外，全球光伏供应链价格暴跌也影响了部分国
家光伏产业的发展。例如，由于产品不具备竞争力，
截至目前，美国大量光伏扩产项目搁置，可能无法建
成，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光伏项目的推进。

主要产气国加速发力供给

全球液化天然气需求回升
■本报记者 王林

近期，全球主要天然气生产国动作频频，不约
而同开始在产能方面下功夫，力求在加速恢复的全
球液化天然气（LNG）市场分一杯羹。自去年底首
条生产线投产，俄罗斯北极LNG 2号项目将在今年
第一季度发出首批货物，与此同时，卡塔尔和澳大
利亚也相继做出扩大LNG产能的决定。日前，多家
研究机构纷纷发布报告指出，今年年内，全球 LNG
需求将持续攀升，其中，亚洲将成为全球 LNG 需求
增长最大引擎。

◆◆ 俄罗斯拟将市占率提升至20%

《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称，俄罗斯北极LNG 2号
项目将在3月底之前运出首批LNG货物。继去年12
月首条生产线投产、今年1月首个天然气液化储存装
卸装置完成试运行，北极LNG 2号项目又前进一步。

据了解，北极LNG 2号项目是俄罗斯最大私营
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的第二个大型项目，按照设
计拥有三条生产线，全部投产后总产能将达1980万
吨/年，对于俄罗斯实现LNG产量提升的战略目标至
关重要。

俄罗斯此前曾设定目标，到 2030 年，将 LNG 全
球市场份额从8%提高到20%，北极LNG 2号项目被
视为实现此目标的关键。

作为俄罗斯能源战略关键项目之一，北极LNG2
号项目即将发货的消息，给俄罗斯注入了更多信心，
并将进一步带动相关行业投资增长。

据悉，北极LNG 2号项目也受到欧美国家的制
裁。去年 11 月，美国禁止其盟友购买该项目所产
LNG。对此，北极油气开发项目专家本·塞利格曼表
示：“就建设而言，制裁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目前，北
极LNG 2号项目已经完成第一条生产线，第二条生
产线设计方案也已成形。这也从侧面显示出全球天
然气消费持续增长的预期。”

◆◆ 卡塔尔计划增长85%产能

全球另一LNG生产巨头卡塔尔则于2月最后一
周宣布，到2030年，将LNG生产能力较目前水平提
升近85%。

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卡塔尔能源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萨阿德·卡比表示，增产计划将推动
卡塔尔天然气行业再攀新高。

作为全球主要LNG供应国，卡塔尔目前年产能
约为 7700 万吨，此前计划到 2027 年将产能扩大到
1.26 亿吨。卡塔尔能源公司将在 2030 年前再增加

1600万吨/年产能，使总产能达到1.42亿吨/年。
与此同时，卡塔尔将天然气储量也提高了约

14%。此前，卡塔尔在全球最大单一气田北方气田获
得新储量发现，在西部地区也拥有可观的可开采天
然气。“这些（天然气储量）对我们意义重大。”萨阿
德·卡比强调。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亚洲减少煤炭消费，该地区
对LNG需求愈发强劲。与此同时，美国暂停LNG出
口项目审批，这给全球LNG供给侧带来巨大缺口，谁
能迅速填补这些缺口，谁就能从LNG贸易中分食更
多市场。

全球独立大宗商品市场信息服务商ICIS天然气
分析主管汤姆·马扎克—曼瑟表示：“从现在起到
2030年，亚洲天然气需求将呈迅速上升态势。”

据了解，卡塔尔北方气田扩容项目包括气田开
发和新增LNG生产线，建成投产后将新增LNG年产
能3200万吨，届时，卡塔尔LNG年出口能力将提升
至1.1亿吨。目前，陆上液化天然气处理设施正在建
设，计划2025年投产。

◆◆ 亚洲引领全球需求增长

在产能扩张的道路上，澳大利亚也不甘落后，该
国最大LNG出口商伍德赛德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
尔日前公开表示：“我们在亚洲市场看到 LNG 需求
增长迹象，在某些时间节点会看到相当多的新供
应，不过，需求会在未来几年内吸收这些供应。基
于此，我们正在考虑加速推进产能扩张。”

日前，多家研究机构都发出了最新预测，认为亚
洲将引领全球LNG消费不断增长。壳牌指出，随着
亚洲国家煤炭消费逐渐被天然气取代，到2040年，全
球LNG需求预计将增长超过50%，届时每年需求量
将达到6.25亿吨至6.85亿吨。

惠誉则预计，2023年至2033年，亚洲天然气消费
年均增速达 1.9%，天然气总消费量将从 2022 年的
9210亿立方米增加到2033年的11320亿立方米。预
计亚洲LNG进口量将从2023年的3240亿立方米进
一步增加到2033年的4480亿立方米。

根据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最新发布
的报告，预计2024年，全球LNG需求量为4.1亿吨，
同比增长 1.2%。其中，欧洲天然气需求量持续下
降，亚洲国家 LNG 进口持续恢复增长。2024 年，全
球气化能力将达 11.35 亿吨/年，全年新增 8770 万
吨/年。另外，天然气液化项目建设将有所回暖，
2024年，全球计划投产液化产能2890万吨/年，总产
能达到4.89亿吨/年。

近日，市场研究机构 Mercom 公布数据显示，
2023年，印度光伏装机新增容量出现暴跌，仅有7.5
吉瓦，同比下降44%。印度此前曾一度被视为全球光
伏装机增长的新“热土”。然而，如今在业界看来，印
度要实现光伏装机目标仍有诸多挑战需要克服。

■■新增光伏装机量骤降

Mercom 数据显示，2023 年，印度新增集中式光
伏装机容量为 5.8 吉瓦，占光伏新增装机总量的
77.2%，较2022年下降50.8%。

其中，2023 年第二季度，印度光伏新增装机量
最低。Mercom数据显示，去年第二季度，印度仅新
增1.7吉瓦光伏装机容量，环比降幅接近 10%，同比
降幅则高达 58%。随后，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印
度光伏新增装机量有所回暖，其中，第三季度新增
屋顶光伏装机 431 兆瓦，环比增长 10%；第四季度
新增光伏装机总容量 1.8 吉瓦，虽同比下降 41.4%，
但仍高于低谷期。截至2023年底，印度光伏装机总
量为72吉瓦。

Mercom指出，印度光伏新增装机量之所以明显
下降，是由于2022年底到2023年6月期间拍卖的集
中式光伏项目遭遇大面积延期。Mercom 印度主管
Priya Sanjay表示，去年第三季度，光伏组件价格的快
速下降带来订单规模增长，但由于印度能源政策，临
时无法引入大量光伏项目并网，导致大量光伏项目
延期发电。

同时，该机构还认为，印度集中式光伏项目还面
临用地紧张以及输电不及时等挑战。

■■政策变化引发市场震荡

近年来，印度政府已多次表示将大力推动绿色
转型，并宣布2031年至2032年期间要达到365吉瓦
的光伏装机目标。

然而，市场需求虽然庞大，印度本土光伏产能却
明显不足。按照上述光伏装机目标，印度每年光伏
组件需求规模可达52吉瓦，但实际上，印度本土光伏
产能仅有32吉瓦，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在本土供应
不足的情况下，印度政府却还在2022年针对进口光
伏产品出台了高额进口关税，列出“获批型号和制造
商名单”，名单以外的光伏设备生产商都面临高额进
口关税。此举引发严重的光伏产品供应短缺，组价

以及太阳能电池价格大幅上扬。
据路透社报道，去年上半年，包括塔塔电力、阿

达尼等印度主要可再生能源开发商在签订光伏项目
开发协议后都出现无法履约的情况，其根源正是本
土光伏设备短缺。

美联社报道援引印度一家光伏项目开发商的话
称，高额进口关税导致印度光伏项目无法找到必要
的零部件，这也是大量光伏发电项目不得不延期的
原因。

新增光伏装机量的骤降引发业界普遍关注，直
至去年5月，印度政府终于考虑对进口光伏组件“松
手”，表示将考虑降低进口光伏产品关税，以满足本
土光伏产业需求，随后去年第三、第四季度印度光伏
市场才有所回暖。

■■绿电目标面临严峻考验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印度待建光伏项目装
机总容量达到105.3吉瓦，另有70.6吉瓦光伏项目等
待招标拍卖。不过，虽然印度光伏市场需求巨大，但
经过去年一年的震荡，业界对印度光伏未来发展已
经产生了顾虑。

美联社撰文指出，政策决定、供应链问题、政治因
素等综合影响下，2023年，印度没有达成年度清洁能
源装机目标，这对该国能源发展造成重大打击，也会
让既定的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极具挑战性”。

路透社也表示，虽然光伏已经成为印度可再生
能源领域的绝对主力，但印度本土光伏产业无法满
足需求，印度政府施加的进口关税更“吓坏了”光伏
市场。

彭博新能源财经则直言，印度政策朝令夕改引
发光伏行业混乱。印度频频撤销关键的非关税贸易
壁垒可能会削弱业界对光伏行业的信心，而光伏行
业却是该国能源转型的关键一环。

近年来，全球光伏发电成本不断下降，组件供应
规模稳步提升，2023年，亚太地区光伏发电成本大幅
下降23%，其中有11个国家和地区光伏发电都已成
为最便宜的电力来源。但在行业研究机构伍德麦肯
兹亚太地区电力和可再生能源高级研究分析师
Sooraj Narayan看来，印度市场并没有跟上亚太地区
的脚步，由于印度政府对屋顶光伏提供相应补贴，
分布式光伏成本预计将到 2030 年或更晚才会具备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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