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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光伏产业前些年一片坦途的时候，各

地无不想大力发展这个新兴产业， 给出

很多土地、税收、银贷方面的优惠政策，

全国各地光伏开发区、产业园遍地开花。

不过，这些诱人的优惠政策正逐渐被

“创新”所取代。

作为企业，进驻一个园区目前更多的

是看重产业园区的研发能力。 航禹太阳

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丁文磊道出其

中缘由。 丁文磊表示，现在光伏产业面临

着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两大压力。 这两

方面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强势公司加强

自己研发和市场的推广。

因此，“这些强势公司会基于各自的

力量加大研发投入， 而产业园区只是从

规模上达到了， 要从中国光伏制造到中

国光伏创造， 中国工业园区的作用目前

并不算是太大。 ”丁文磊认为，“而光伏企

业从中起到的作用则相对比较大， 像协

鑫的鑫单晶等， 都是以企业为载体实现

的，但是从工业园区来看，缺少这一技术

的提升。 ”

在丁文磊看来，“金融支持目前各地

基本差不多，关键是研发，光伏产业下一

步研发肯定是技术创新为推动力，技术提

升才能实现效率提升， 才能实现成本降

低，从而达到平价上网。 ”

浙江省光伏产业科技创新战略联盟

秘书长、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秘书

长赵永红认为，光伏产业园区的发展思路

和政府发展产业的发展思路是一致的，在

以往，我们追求产业增长，追求规模效应，

追求就业人口数量，因此重点在引进大型

企业、海归企业甚至 500 强企业。而如今，

随着国家全民创新，产业格局调整经济发

展新常态，光伏产业园应重视具有创新能

力的成长型中小企业，扶持这些企业做精

做强，而非一味做大。同时，在我国大力推

动工业园区区域性光伏应用的良机之下，

在园区的工业厂房、市政建筑等上面开展

分布式光伏应用，把光伏电站投资作为拉

动当地光伏投资的一个有力抓手。

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 习总书记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 ”中国政府

和中国企业如果不能以创新的理念、创新

的机制、创新的路径、创新的方法抢占先

机， 就有可能再度被发达国家甩在后面，

中国面临再度落后的风险。目前中国园区

经济面临的困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

主任、北京交通大学服务经济与新兴产业

研究所所长冯华教授指出，“产业创新化

和创新产业化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两大

引擎， 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就是园区，政

府要提供创新的环境和土壤。 ”园区升级

要在创新服务体系上精准发力。

曾对多地光伏产业园进行过调研的

冯华认为，园区助推新兴产业成长，助推

传统产业升级，两件事合在一起都是创新

驱动。 因此，园区的职能要实现根本性的

变革，要从过去以硬件建设为主转入到软

件建设为主，创新服务体系。 依靠服务解

决园区和企业结合， 实现创新产业化、产

业创新化的目标。

说到底，园区的使命就是要为创新创

造一个环境和土壤，以此激活企业的创新

能量。跳出产业业态，看其灵魂，园区的本

质是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打造。各个园区

都要致力于打造这种完善的生产与服务

体系，体系重于平台，单个平台不行，需要

一个体系，联合起来满足企业的需求。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

淦坦言，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就是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所

以产业园区必须是以高新技术为基础，哪

个产业园区注重发展技术创新，那么就会

得到发展，否则就会被竞争所淘汰。

陈玮英

园区要为企业

培育创新土壤

2008 年到 2011 年光伏行业的火爆

发展，造就了上百家光伏产业园的横空

出世。“2012年，是光伏产业园建设相对

比较多的一年，各地纷纷建设光伏产业

园，达到了 300多家。 ”中国可再生能源

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随着这几年整个行业的低迷，现

在已经有很多地方不再提光伏产业园

了。 ”航禹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丁文磊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未来，光伏产业将会出现强者

更强的局面，不会以产业园这种规模化

出现，而可能出现一部分强势企业。 ”

600城市

一半以上建光伏产业园

公开数据显示，2003 年， 我国太阳

能电池产量为 12 兆瓦，2004 年为 50 兆

瓦。意想不到的是，2005 年，产量猛增到

139 兆瓦，2006 年更是达到 400 兆瓦。

2007 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首次达到

1088 兆瓦，一跃成为世界太阳能电池的

第一大生产国。 这一年，我国光伏组件

产量也达到世界第一。

光伏产业的迅猛发展引来部分业

内人士的担忧。 早在 2008 年 4 月份，尚

德电力原 CEO 施正荣就曾指出，国内光

伏企业一哄而上的势头令人担忧。“很

多省、市乃至县都把光伏产业作为支柱

产业来发展，但如果不好好呵护，光伏

产业有可能一哄而下。 ”

例如， 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均建有

光伏产业园，大型光伏企业 20 多家，数

以百计的为中小企业。 而在中国西部地

区某些城市，则出现了几十平方公里的

光伏电站规划用地。 据统计，目前国内

除了西藏，其他省份都提出过多晶硅的

发展规划，且都是千亿工程。

“那个时候，全国 600 多个城市，有

一多半地方建立了光伏产业园区。 而且

很多地方还打出了‘打造世界第一’的

旗号。 ”孟宪淦表示，“当时，计划做千亿

产值的光伏产业园区， 全国就好几十

个，而全国的光伏产业产值一年才 3000

多亿，这本身就违背了市场规律。 ”

不得不承认，光伏产业园区的出现

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光伏产

业最火爆时候的产物，同时对行业以及

地方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 丁文磊认

为，“第一是光伏行业发展需要扩大，第

二也是各地比较正常的选择，转结构调

方式促转型下选择的新能源产业。 ”

无疾而终者不在少数

在各地“大上快上”之后，可以预见

的是，“很多光伏产业园出现了无疾而

终， 包括像江西新余的 LDK 产业园，还

有超日的光伏产业园等等。 ”一位业内

人士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

“有的城市根本就不具备基础，没

有条件，没有产业配套，完全不顾实际

情况。 ”孟宪淦这样评价道。

放眼全国 300 多家光伏产业园，入

驻企业寥寥。 孟宪淦表示，“这些园区建

成之初就是空着的， 本身就是空架子，

没有那么多资金，也没有那么多市场需

求。 ”

随着市场驱动的加强，行政力量将

不断减弱。“过去，光伏产业园通过行政

的力量，集聚光伏企业入驻，但是光伏

产业发展下一步会从政策驱动向市场

驱动转变。 ”丁文磊告诉记者，“以后会

越来越弱化行政干预力量， 形成以市场

化为驱动， 特别是以分布式光伏发电为

代表，各地会形成各自区域化的制造商，

而不会形成大的制造基地。 ”

从 2014 年到 2015 年， 光伏产业逐

渐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孟宪淦表示，“中

央一直希望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各

方做光伏产业开始趋于理性。 过去算是

盲目无序的发展， 从而形成了产能过剩

的泡沫。现在正逐渐趋向理性，体现在按

照市场需求发展产业， 无论是地方政府

还是企业，都逐步理性发展。 ”

在丁文磊看来，“因为中国每年装机

容量在 10GW 到 15GW， 如果每个基地

都扎堆生产， 那么会形成几百兆瓦的产

能，而反观出货量，也只是集中在几大光

伏集群，比如长三角、河北、江西等，而并

不是产业园区， 因此从目前来看光伏产

业园区的运作，作用是在越来越小。 ”

强势企业作用逐渐显现

而未来，“会出现强者更强， 不会以

产业园这种规模化出现， 可能会出现一

部分的强势企业。 ”丁文磊解释道，比如

以协鑫为代表的硅料制造企业，以晶龙、

隆基为代表的硅片制造企业，以晶澳、天

合为代表的电池和组件制造企业， 或者

到后期， 以青海、 甘肃为代表的应用基

地， 形成很多制造环节的强者恒强的局

面， 从而取代扎堆发展新能源或者光伏

产业园模式。

随着市场进一步扩大， 终端市场将

出现遍地开花的局面。 丁文磊表示，“西

部地区的大型电站， 东部地区的分布式

电站，目前已经呈现多种发展格局，而不

是过去的完全依靠政策。 光伏要通过市

场化来实现导向作用， 规模效应会越来

越弱化， 反而是强势企业寡头时代将会

到来。 ”

浙江省光伏产业科技创新战略联盟

秘书长、 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秘

书长赵永红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光伏产业园的初衷是通过形成

光伏制造业的产业集聚， 发展当地的新

兴战略性产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

果评价一个产业园是否成功，不在于

是否有一个龙头企业，而是在于是否

有一个格局分布合理、企业间合作良

好的光伏产业集群， 而这个产业

集群能够在产业起伏波动的情况

下保持向前发展。 如果从这个角

度来看，成功的产业园比较少，大

部分产业园只是由于当地政

府主动推动而形成的， 远没

有达到产业集群； 而以在无

锡和上饶分别围绕尚德、

LDK 建设的产业园为代

表，一些围绕大型龙头企

业的产业园区由于过度

依赖大型企业，在产业起

伏过程中受到重大冲

击，已经难以发展。

孟宪淦坦言 ，随

着准入门槛的不断提

高， 产业集中度将

越来越高，“必然在

竞争中形成骨干企

业，也就是要提

高核心竞争力，

不是所有企业

都可以进来

发展， 最后

将形成少数

做 大 ，

竞争力

强的企

业。 ”

2012年，是光伏产业园建设相对比较多的一年，各地纷纷建设光伏产

业园，达到了 300 多家。 在各地“大上快上”之后，很多光伏产业园出

现了无疾而终，这些园区建成之初就是空着的，本身就是空架子，没有那

么多资金，也没有那么多市场需求，入驻企业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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