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朱晨辉

2021年是我国全面开启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途和推
动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
五”乃至中长期规划的关键之年，
对于光伏行业而言，意义也十分重
大。前不久结束的全球气候领导
人峰会上，中国明确表示绿色发展
的关键是“能源的绿色低碳发
展”。光伏发电碳排放量是化石能
源发电的1/10到1/20，是真正的低
碳能源，作为未来中国重要的能源
之一，光伏无疑将为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提供强劲引擎。就光伏
行业的发展状况，《中国企业报》记
者日前对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
长王世江进行了专访。

起步晚但发展快，已
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中国企业报》：就世界范围而

言，光伏行业的发展历程是怎样

的？对中国来说产生了哪些影

响？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光伏

产业发展的历史。

王世江：从全球范围来看，光
伏技术应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4
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示范了第一个
实用的硅太阳能电池，正式拉开光
伏发电研究的帷幕。1958年，美国
发射的人造卫星上安装的光伏装
置，是人类光伏发电的首次使用，
随后光伏技术开始发展并应用于
人造卫星、航天飞船、空间站等航
空航天领域。纵观我国的光伏发
展历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
尤为迅速，到现在无论是光伏生产
技术还是光伏装机量，都保持在全
球领先水平。

在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开
始研究光伏发电技术，因为光伏成
本与技术的双高要求，当时光伏主
要应用于我国的航空航天领域，
1971年中国成功将太阳能电池应
用于东方红二号卫星上。在上世
纪70到80年代，从航空航天等高

端领域落地到地方企业探索发展，
光伏发电迎来变革。上世纪90年
代到本世纪初，在以美国、日本为
主的西方国家的带动下，全球的光
伏产业迎来发展机遇，我国光伏产
业也正式拉开序幕，从国家层面落
地到企业层面。2000年后，国家
启动了送电到乡、光明工程等扶持
项目，为偏远地区解决用电问题。
随着光伏产业技术的成熟、度电成
本逐渐降低、上网电价初步确认以
及国家改善能源结构的需要日益
增加，集中式光伏发电得到迅猛发
展。2003年到2005年，在欧洲特
别是德国光伏市场需求拉动下，国
内多家企业纷纷建立太阳能电池
生产线，进一步拉动了我国光伏产
业的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
机，欧洲国家开始降低对光伏的扶
持政策，欧洲市场开始萎缩，市场
需求疲软，国内企业也受到影响。
到2011年，为抑制中国光伏产业
的发展，美国率先挑起“双反”，之
后欧洲也加入阵营。我国光伏产
业受到重创，大批光伏企业陷入经
营困境，光伏产业发展进入寒冬
期。面对国外光伏市场的黯淡与

“双反”压力，我国光伏企业正快速
将发展方向转到国内，国家也加大
了对光伏产业的扶持力度。2012
年，我国发布《太阳能发电发展

“十二五”规划》，以及分布式光伏
发电规模应用示范区等举措，伴
随着国内光伏技术的提升与投资
成本的下降，我国光伏产业发展
局面有所回转。2013年7月，国务
院发布《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 在此基础上，
同年8月，发改委出台《关于发挥
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
发展的通知》,此后国家又颁布了
一系列针对光伏产业的扶持政
策，国内光伏市场又开始迅速发
展。截至2020年底，我国光伏新
增装机和累计装机分别连续8年
和6年全球第一。

开发和投资绿电正在
成为企业的发展理念

《中国企业报》：中国光伏行业

协会的主要职能有哪些？您认为

从国家层面上会再给企业哪些政

策支持？光伏企业是否会迎来第

二次发展高潮？

王世江：协会的宗旨主要是代
表行业、发展行业、服务行业，起到
政府与企业的桥梁作用。

2013年7月15日发布《关于促
进我国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2013〕24号）之后，国
家部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
部、国家能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国家税务总局、银监会、国土资
源部、国家林业局等）支持和规范
光伏行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密集
出台，多个省级、地级市以及县级
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支持政
策。仅中央支持性文件就超过100
个，其范围包括了产品制造、市场
应用、财税、价格、补贴、土地管理
等产业发展的各个相关方面，迅速
营造出了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互补
配套的政策环境。

随着光伏发电全面进入平价
上网阶段，可以预见，“十四五”期
间，国家还将继续大力推动光伏行
业的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调动各
方参与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积极
性，依托价格优势保证市场规模，
保障我国光伏产能的国际竞争
力。同时伴随光伏发电实现平价
上网后，将进一步提高分布式光伏
发电在全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支
持能源消纳中心地区提高能源自
给能力。

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市场变
化较快，高效率、高质量和低成本
将极大促进光伏的更大范围应用，
光伏企业将会紧跟市场趋势，加强
创新，在新发展格局中找准自己的
定位，成为新能源行业发展的坚定
推动者。未来，在5G、特高压、充电
桩、大数据中心等方面都有非常大
的市场空间。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全球经济倒退，然而我国光伏
行业逆流而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保持并延续了多项世界第
一。应用市场实现恢复性增长，
2020 年 我 国 光 伏 新 增 装 机
48.2GW，连续8年位居全球首位；
累计装机量达到253GW，连续6年
位居全球首位；产业规模持续扩
大，制造端四个主要环节实现两位
数增长，多晶硅产量39.2万吨，连
续10年位居全球首位；光伏组件产
量124.6GW，连续14年位居全球首
位；出口市场稳中有升，光伏产品
出口额 197.5 亿美元，同比下降

5%，但组件出口量达到78.8GW，
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8.3%。

从2021年第一季度来看，国内
的光伏行业发展态势良好。从生
产端看，2021年一季度，我国多晶
硅产量超过10万吨，同比增长4%，
组件产量超过30GW，同比增长超
40%，新增装机量同比增幅也在
40%以上。从应用端看，根据能源
局发布的1—3月份全国电力工业
统计数据，光伏累计装机量达到
259GW，新增装机约为5.33GW，同
比增长35%。从产品进出口看，多
晶硅进口呈现量跌价长，进口量约
为2.92万吨，同比下降30%，但进
口额却增长了2.4%，这也从另一个
侧面反映出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
涨。组件出口呈现量价齐增，出口
量约为21GW，同比增长45%；组件
出口额约为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2%。光伏行业为我国一季度经济
发展稳增长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2050年，中国近四成
的用电量将来自光伏

《中国企业报》：展望未来，光

伏行业将面临哪些新的发展机遇？

王世江：近年来，在全球《巴黎
气候协定》和我国“碳达峰、碳中
和”等承诺的推动下，新能源产业
发展潜力巨大。今年，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提出要“实施可
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
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
电力系统”。不久前举办的中法德
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以及中美气
候变化特使碰头会已传达出加快
部署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最近发改
委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大力调整
能源结构、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
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大环境愈
发趋好，据测算，到2025年，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400GW以上，
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近日联合发
布的关于储能发展的征求意见稿
中也提出2025年储能电站装机容

量要达到30GW，发展空间巨大。
光伏行业未来的发展会非常

光明，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助力
“碳中和”。光伏发电在“碳中和”
推动下，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尤其是近期中央财政工作会上提
到的“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
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毫无疑
问，光伏将在新能源中占据主要位
置，前景广阔。二是构建新发展格
局。光伏制造业全球占比很高，国
际市场波动对产业链供应链影响
甚大，为了避免突发性灾害对产业
链供应链的影响，也要规避贸易保
护主义、商业问题泛政治化等影
响，国内需要建立起与此相配的国
内光伏市场，也可通过国内物美价
廉的光伏产品，帮助和促进国际上
更多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助力
其早日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从而
构建起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
环双促进的发展格局。三是构筑
长板优势。光伏等新能源是我们
的长板，要在光伏市场方面，或者
通过光伏市场的发展带动，构筑起
更多、更长的长板优势。四是推动
国际合作。光伏有望成为国际社
会应对气候变化框架下的重要支
撑点。近期相继举行了中法德领
导人气候视频峰会、中美气候变化
特使碰面会，也达成了一些共识，
包括将增加部署可再生能源等，光
伏势必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发
挥更大作用。

光伏正逐步与储能、风能等多
能融为一体，成为新型电力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指引下，我国将积极构建
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光
伏将是未来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生
力军和主力军。“十四五”是我国实
现“碳达峰”的关键窗口期，我国光
伏行业也将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
展时代，随着光伏等清洁能源的持
续发展，中国将在实现“碳达峰”和

“碳中和”的路上越走越稳。

光伏行业迎来高光时刻
成为“碳达峰”“碳中和”强劲引擎
——专访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世江

王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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