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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本报记者 陈玮英

一段时间， 关于质量的话题在光伏

圈内多次被提及。

“早期的时候出来交流讲质量几乎

只有我一个人，印象很深刻。 ”国电光伏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吴协祥在谈光伏质量

时这样讲道，“现在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在讲质量， 这是我看到的巨大的进

步。 ”

此前有消息称，《光伏电站性能检测

与质量评估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于

9 月底出台，用来关注光伏电站性能比，

同时为未来电站交易和银行贷款提供依

据。 不过，该意见稿至今尚未出台。

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

宪淦看来，实现光伏电站质量保证，需要

建设者的自觉的同时也需要市场机制的

约束。

1/3现有电站存质量问题

据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统计， 截至

9 月底， 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

容量突破 4 亿千瓦， 达到 4.0437 亿千

瓦，占全部电力装机容量比例超过 30%。

其中， 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 400 万千

瓦，累计装机容量超过 2000 万千瓦。

接近年底， 这一数字或将有所攀

升。 一家光伏上市公司相关人士坦言，

“前三季度出货量 1.5GW 左右， 第四季

度每个月出货量 1GW 以上。 ”由此，今

年四季度光伏开工可见一斑。

根据鉴衡认证中心调查，425 座太

阳能电站中，30%建成 3 年以上的电站

都不同程度出现了问题； 由于组件的质

量问题， 有些建成 3 年的电站设备衰减

率甚至高达 68%。 如果组件一年衰减超

过 5%， 照此速度，5 年后这个电站就将

报废。

国家应对气候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

中心主任李俊峰在一论坛上表示，“还有

一部分的电池原规定 25 年衰减多少，现

在是 3 年已经衰减了 25 年应该衰减的，

甚至当年衰减了 30%多。 ”

李俊峰认为，如果真的是光伏，晶硅

电池，严格按照规定质量、标准去生产的

话， 绝对不会出现效率一年衰减 30%的

情况。 这已经“不是质量问题，而是经济

犯罪，甚至是刑事犯罪的问题”。

另一位最近走访了几家地面电站

的光伏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看到一个双玻组件电站项目，玻璃

开裂，栅线腐蚀。 ”并且用“一塌糊涂”来

形容其所见电站的质量。

据了解， 组件是太阳能电站最重要

的组成设备，电站的质量、发电量、收益

率、价值都与它息息相关。它主要由太阳

电池、封装材料、背板、玻璃、边框、接线

盒等组成，这些材料都对组件性能、质量

产生影响，电池片是核心，外面的封装材

料都是为了保护它， 其中一个关键的保

护材料是处于最外层的背板， 一旦背板

失效，里面的封装材料、电池片就如同失

去相应庇护。

晶科能源全球品牌发言人钱晶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好的光

伏电站应该具备整体的发电品质， 综合

所有影响因素考量使整个电站的品质达

到最优，好的设备，专业性和实际施工及

运维经验缺一不可。 ”

企业呼吁提高准入门槛

今年 2 月国家认监委和国家能源局

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光伏产品检测认证

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规范光伏产品质

量，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强制检测认证。

“但这仅仅针对产品层面，对于电站综合

品质， 特别是针对长期可靠度和发电量

的保证， 尚未有明确的标准和准入门

槛。 ”钱晶坦言。

据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光伏质量

检测中心邹新京透露，《并网光伏电站性

能检测与质量评估技术规范（征求意见

稿）》已经完成，目前已经申报了认监委

的技术规范， 将来也将申请青海的地方

标准和国家标准。

“现在光伏电站的规模和数量在逐

年增加， 并且电站由科研和政府示范以

及国家支撑等等性质的电站逐渐向商业

化电站转化。 ”邹新京表示，这些转化需

要完备、 可靠的电站质量评估作为依据

和支撑。 特别是像光伏电站的评估是针

对于股权融资、财务分析、产权交易、保

险等等， 因此需要非常完备的电站质量

评估，包括效率分析、发电量预估、能耗

分析等等。

现在，“光伏讲故事的时代已经过

去，发电量最为重要。 对于一个电站，一

个投资商来说，更看重发电量。 ”在李俊

峰看来，“从现有制造水平来看，一个电

站的电池板的效率不应该是参差不齐

的， 同样是多晶硅有的转换率能达到

18%，有的则是 16%。 同样是供应一个

电站电池板的转换率应该是一致的，不

能一个电站有七八样东西，板子竟然还

不一样”。

“虽然整个行业已经制定了很多标

准，但是最终电站建成以后，如何对电站

质量进行评价， 现在目前没有一个很完

善的标准。 ”邹新京坦言。

孟宪淦表示，“光伏电站质量必须

有认证体系，在参照国际管理体系的同

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定。 光伏电

站质量的标准、认证、监管、运行、维护

是系统工程，需要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来

落实政策，因此，国家在这方面需要加

强工作。 ”

在钱晶看来， 劣币逐良币现象会让

刚刚起步的行业遭受打击， 大规模资本

也止步于光伏电站市场。 所以对于电站

品质，“我们也呼吁出台行业标准和准入

门槛，建设优质电站，保障电站投资人利

益，保障电网收电积极性，保障行业有序

发展。 ”

电池衰减严重

三成光伏电站质量不合格

截至 10 月 28 日， 中药板块共 36 家公司披

露三季报，其中 29 家公司营收实现正增长，30 家

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正增长，营收增速在 20%以

上的有 12 家，占已公布季报公司的三分之一，显

示了较高的业绩增长速度。

不过这依然无法掩盖被新闻媒体屡屡曝光

的中成药质量问题。 此前相关媒体刊发的《93 批

中药材及饮片不合格》的报道恰恰就暴露了困扰

中草药发展的痼疾。 目前，食药监总局已组织相

关部门对不合格产品采取控制措施，对相关单位

依法查处。

为了更好地规范中药材行业标准和质量标

准，10 月初，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复同意在安徽

省亳州市筹建国内首个国家级中药材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建成后将成为国内一流公共检验

检测技术服务平台。

安全难题掣肘海外市场

公开资料显示， 中国 2013 年中药产值超

5000 亿元，达到医药产业产值 33%，由 2000 年的

491 亿元上升至 2012 年的 5056 亿元， 产值增长

了 10 倍以上。 到 2015 年，我国中医药工业总产

值将达到 5590 亿元人民币， 预期年均增长率为

12%。

随着社会各界对中医药关注度越来越高，中

医药产业前景光明，但处在中医药产业链基础的

种植环节却是中医药产业成长中的烦恼。

虽然我国现已有 27 项中医药国家标准和

209 项行业标准，如 GAP、GEP、GMP、GSP 等，但

中药材中有农药残留，有害金属超标，变成“药中

药”， 导致中成药出口欧洲市场因达不到欧洲国

家药物检测标准而屡屡受阻。

此前有专家指出， 因中西方用药理念不同，

使具有复杂性以及多样性的中成药难以适应欧

洲市场药物监测的准入门槛。欧洲市场也曾多次

公布中成药有害成分超标的信息。

（下转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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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药材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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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产业遭遇多重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