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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进入迭代周期  融资门槛越来越高

光伏投融资聚焦创新技术
■本报记者  董梓童

今年一季度，我国产业债净融资实现
“开门红”，目前已发行产业债2.47万亿元，
发行节奏明显加快。

近年来，光伏产品需求不断走高，促
使越来越多企业和资本涌入光伏市场。
经过 2022 年、2023 年上半年的“扩产潮”

“投资潮”，光伏产业制造端迎来新的变
化，竞争加剧促使企业融资更看重技术
创新。

投融资难度提升

东方金诚工商企业部高级分析师段
莎介绍，今年第一季度，我国产业债净融
资7949亿元，补足上年净融资额缺口。创
新品种债券推动债市高质量发展，其中，
以电力设备为代表的装备制造行业表现
比较亮眼。

光伏作为电力设备的相关产业，整体
也保持较好发展态势。段莎表示，近年
来，光伏行业授信额度增长明显，从 2020
年的 2000多亿元增长至 2023年的 6000多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48%。

第三方信息平台 iFinD 同花顺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 3 月底，光伏企业平均已
使 用 授 信 额 度 占 银 行 授 信 总 额 度 的
46.17%，处于较高水平。另据不完全统
计，京运通、双良节能、福斯特、合盛硅
业、太阳能等企业银行授信使用比例已
超出平均值。京运通这一数值甚至高达
90% 以上。

段莎表示，2021 年以来，光伏企业再
融资（定增+可转债）保持在较高水平，
2021 年至 2023 年，金额分别为 856 亿元、
999 亿元和 573 亿元，合计超 2400 亿元；
2022 年和 2023 年分别完成 872 亿元、137
亿元。

另外，当前光伏企业上市进度放缓，
难度有所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26
家光伏企业处于上市审核阶段，17家企业
处于上市辅导阶段，另有 5 家光伏企业终
止上市。

国合洲际能源咨询院院长王进告诉
《中国能源报》记者，2023 年下半年以来，
光伏产业融资与扩产节奏放缓，诸多项目
延期或选择终止。此前，行业需求快速增
长带动光伏企业扩产投资热情高涨，不少
企业跨界入局。随着玩家增多，扩张速度
过快，光伏产业仅靠资本加码就能实现盈
利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光伏产业在资
本市场的融资难度提升。

技术淘汰赛打响

在段莎看来，光伏产业融资环境发生
变化主要与两方面情况有关。一是监管
收紧。2023 年 8 月，证监会在《统筹一二
级市场平衡优化 IPO、再融资监管安排》
中提出，充分考虑当前市场形势，完善一

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机制，围绕合理把握
IPO、再融资节奏。二是市场供需变化。
光伏制造端项目加速落地，导致行业竞争
加剧。

王进认为，光伏产业的发展逻辑是
技术先行。“传统的非革命性的技术并不
具备融投资价值。如果企业没有下一代
颠覆性核心技术，其投资扩产就是重复
扩大再生产，价值不高，融资难度也就更
大，只有先进技术才能获得资本市场的
青睐。”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江华表
示，从经济和行业发展情况出发，光伏行
业保持产能充裕状态能促进行业竞争，有
助于推动技术进步、破除价格垄断。未来
1至 2年，光伏行业会迎来小的技术迭代，
并于 3 至 5 年迎来大的技术迭代。“p 型产

能将被淘汰，而目前我们计算的产能，是
把淘汰的这部分计算在内的。”

王进指出，企业淘汰赛已经打响，具
备资本和资源优势、聚集行业专才、拥有
全新技术和装备的企业有望在这轮竞争
中突围。随着光伏产业发展成熟度越来
越高，能撼动资本市场的只有真金白银的
技术。

段莎对此表示认同。她提出：“在新
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只有技术才能穿越周
期，跨越产能出新的阶段，光伏企业要更
多通过提升研发能力，促进融资。未来，
绿色+高端转型速度会更快，龙头资本支
出开始跨周期发力，高端制造企业也注
重债券融资等方面。从目前情况来看，
专精特新企业值得期待，行业竞争格局
也将优化。”

步入阶段性周期

随着竞争加剧、投融资难度提升，市
场开始担忧光伏产业在金融领域的表现。
对此，多位业内人士一致表示，“双碳”目
标下，光伏产业发展前景依旧向好。光伏
产业本就呈现技术发展速度快、迭代周期
短的特点，在产业债整体发展积极的背景
下，光伏产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金融专委会副秘书
长贾丹强调，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的重要
组成部分，能为绿色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从
而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助力经济和社会绿
色低碳转型。光伏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样是绿色债券发行的重要领域。

4月上旬，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
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表示将支持清洁能源等符合条件的相关金
融产品。其中明确提出，引导金融机构支
持清洁运输、清洁取暖和重点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大力支持清洁能源研发、投资、推
广运用，继续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鼓励
金融资源向环保绩效等级高的企业倾斜。
支持发行转型债券，满足规模以上能源生
产消费企业改造升级等低碳转型需求。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指
导意见》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和商业可
持续的前提下，鼓励金融机构利用绿色金
融或转型金融标准，加大对能源、工业、交
通、建筑等领域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的信
贷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支持绿
色低碳发展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
境内外上市融资或再融资，募集资金用于
绿色低碳项目建设运营，规范开展绿色债
券、绿色股权投融资业务。

王进预计：“淘汰落后产能和不具备
竞争力的企业，兼并重组加快，新技术兴
起及应用，这是产业发展必须要经历的周
期。周期过后，光伏行业将再次恢复平稳
态势。”

风电和光伏装机之和突破11亿千瓦，可再生能源持续高比例跃升发展

我国能源清洁转型成色更足我国能源清洁转型成色更足
■本报记者 李丽旻

重点推荐

聚焦2024北京车展

高性能镁电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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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国家能源局举行新闻发布
会，发布一季度能源形势和可再生能源并
网运行情况，介绍新型储能发展和电网安
全“三项行动”有关情况。今年一季度，迎
峰度冬保供任务圆满完成，全国能源消费
持续增长，能源供需总体平稳，同时我国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不断实现新突破，可
再生能源发电量稳步提升，绿色发展成色
更足、底色更亮。

能源供需情况平稳

今年3月，国家能源局印发的《2024年
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坚持把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放在首位，持续巩固“电
力稳定可靠、油气底线可保、煤炭压舱兜
底、新能源高质量跃升”良好态势。同时，
坚持积极有力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坚
持依靠科技创新增强发展新动能，坚持以
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发展活力。

在此背景下，今年一季度，我国能源
行业交出“亮眼”答卷。据国家能源局发
展规划司副司长赵莉介绍，今年一季度，
我国能源消费持续增长，全社会用电量2.3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8%，第一、二、三

产 业 用 电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9.7%、8.0%、
14.3%。煤炭、天然气消费量平稳增长，汽
油、煤油消费量快速增长。

同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2.3%、
5.2%。能源库存保持高位，地下储气库充
分发挥峰谷调节功能，有效满足了采暖季
用气需求。能源进口基本稳定，主要能源
价格稳中有降。

非化石能源发展保持良好势头，绿色
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
非化石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超过 16 亿
千瓦，一季度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
量占全部新增发电装机的 92% 左右；新能
源发电量保持两位数增长。

从具体数据来看，今年一季度，全国可

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6367 万
千瓦，同比增长34%，占新增
装机的 92%。截至 2024年3
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累计
装机达到15.85亿千瓦，同比
增长 26%，约占我国总装机
的52.9%。其中，风电和光伏
装机之和突破11亿千瓦。今
年一季度，全国可再生能源
发电量达6875亿千瓦时，约
占全部发电量的 30.7%；其
中，风电光伏发电量达 425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

能源绿色发展提速

从细分领域来看，水电、
风电、光伏以及生物质发电
装机均实现增长。国家能源
局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

全国新增水电并网容量181万千瓦，其中常
规水电 21 万千瓦，抽水蓄能 160 万千瓦。
截至 2024年 3月底，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
量达4.23 亿千瓦，其中常规水电 3.71 亿千
瓦，抽水蓄能 5254 万千瓦。2024 年一季
度，全国规模以上水电发电量2102亿千瓦
时，全国水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为555小时。

风电方面，2024 年一季度，全国风电
新增并网容量1550万千瓦，其中陆上风电
1481 万千瓦，海上风电 69 万千瓦。截至
2024 年 3 月底，全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
到4.57亿千瓦，同比增长22%，其中陆上风
电 4.19 亿千瓦，海上风电 3803 万千瓦。
2024年一季度，全国风电发电量2636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16%。

从光伏建设和运行情况来看，2024年

一季度，全国光伏新增并网4574万千瓦，同
比增长36%，其中集中式光伏2193万千瓦，
分布式光伏2380万千瓦。截至2024年3月
底，全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6.59
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3.79亿千瓦，分布
式光伏2.8亿千瓦。2024年一季度，全国光
伏发电量16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

生物质发电方面，2024 年一季度，全
国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63万千瓦，累计装
机达 4477 万千瓦，同比增长 7%。生物质
发电量5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

同期，新型储能发展同样跑出“加速
度”。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
副司长边广琦指出，2024 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首次提出“发展新型储能”，截至
2024年一季度末，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
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达 3530万千瓦/7768
万千瓦时，较 2023 年底增长超过 12%，较
2023年一季度末增长超过210%。

科技创新取得成效

能源科技创新和新产业发展同样取
得成效。赵莉指出，我国油气钻探能力及
配套技术跻身国际先进水平，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CCUS）技术应用持续推进，华
北油田开展深井 CCUS先导试验，创国内
液态二氧化碳注入井深纪录。

我国新型储能技术创新更是不断突
破，新型储能试点示范初见成效。边广琦
介绍，2024 年初，国家能源局以公告形式
正式发布 56 个新型储能试点示范项目名
单，涵盖目前工程应用的主要技术路线，
其中包括17个锂离子电池、11个压缩空气
储能、8个液流电池、8个混合储能、3个重
力储能、3 个飞轮储能、2 个钠离子电池、2

个二氧化碳储能、1 个铅炭电池、1 个液态
空气储能。示范项目名单发布以来，相关
工作稳步推进，部分示范项目顺利并网运
行，有力推动新技术应用实施。

随着新能源快速发展，电力系统对调
节能力提出更大需求。为提升新型储能利
用率，发挥新型储能调节作用，国家能源局
印发了《关于促进新型储能并网和调度运
用的通知》（国能发科技规〔2024〕26号），旨
在规范新型储能并网接入，推动新型储能
高效调度运用，对电网企业、电力调度机
构、新型储能项目单位提出了具体要求。

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不断完善新型
储能政策体系，鼓励科技创新，持续推动
新型储能技术产业进步，不断引导各类储
能科学配置和调度运用，促进新型储能调
节作用发挥，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
力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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