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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业信息 

NPD Solarbuzz：2014 年太阳能光伏产业将转变为供应驱动市场 

NPD Solarbuzz 最新 Marketbuzz 报告，过去三年中，太阳能光伏（PV）系统安

装价格、组件价格和组件生产成本均下降了 50%以上，同时一些缺乏竞争力的太阳能

电池片厂商遭到淘汰，2010到 2013 年间，太阳能电池片厂商的数量从 250 家减少至

150家。由于价格的下降，生产厂商的整合以及更平衡的供求关系，太阳能光伏需求

将继续增长，光伏行业将于 2014年从需求约束市场转变为典型的供应驱动市场。 

NPD Solarbuzz高级分析师 Michael Barker 表示：“一直到最近，每年光伏行业

的规模都受到各个终端市场安装量的限制，全球市场规模预测也是通过将每个国家的

需求量叠加起来计算的。但到 2014 年底，光伏需求量将取决于光伏产品的产量及出

货量，也就相当于传统的供应驱动市场。” 

过去几年需求约束的市场环境是光伏产业产能和供应过剩的催化剂，降低了行业

产能的利用率，从而导致 2013年成为八年来光伏厂商资本支出最低的一年。2013年

光伏行业需求量主要来自于蓬勃发展的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全球最大

的光伏市场。再加上排名第三的美国，2013 年这三大光伏市场需求总量占到了全球

的近 60%。 

在观察 2014 年全球各区域终端市场的需求时，仍需将中国、日本和美国合起来

看，这比单独看每个国家的需求量更有意义。因为如果这三个国家中有一个在某段时

间内需求下降，那么很有可能导致其余两个国家的需求增长。 

例如，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目前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调查导致今年美国的需

求量下降，中国政府便很有可能会扩大内需，以便吸收其本土厂商过剩的产能，从而

使其可以维持较高的工厂利用率。 

中国、日本和美国太阳能光伏市场的特点是具有强劲的光伏项目储备，灵活且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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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融资模式以及可拉动短期需求的积极政策。了解这些国家供应动态的改变,对于

所有服务于光伏行业的组件供应商来说将是 2014 年一个关键的战术挑战。 

特高压远距离输电对发展可再生能源不可或缺 

中国目前电力的主要初级能源是煤炭。由于中国的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

部而远离负荷中心，因此，是以在煤矿的坑口发电用高压输电网输电为主，还是以铁

路运煤到负荷中心发电为主，一直在争议。 

一条运行重载单元列车的铁路，每年可以运输超过 4亿吨的煤炭，全部用于发电

每年可发约 1万亿千瓦时的电力，相当于约 2亿千瓦输电线路的输电能力，运输距离

远时经济性很好；但特高压扩大了输电距离，且输送的能力和方向性灵活，在地形复

杂时，造价比铁路占优。因此，可以说远距离输电时是各有其用武之地：在一个方向

上能源输送量特别大、地理条件比较好时，用铁路运煤到负荷中心发电合理；而在能

源输送方向分散，在每个方向上的输送量不是特别大、地理条件较差时，在煤炭资源

地发电用特高压输送划算。 

今天燃煤发电的现代烟气处理技术水平，对治霾来说，已经足够高了。以烟气中

的颗粒物含量为例，上海外高三发电厂已经达到了平均 11毫克/立方米的水平，相比

之下，中国绝大多数燃煤发电厂的烟气颗粒物含量现在为 30毫克/立方米至 100毫克

/立方米。换句话说，只要中国东部绝大多数燃煤发电厂的烟气处理水平达到上海外

高三发电厂的水平，燃煤发电厂与雾霾天的出现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而且现在燃煤发电的烟气经处理完全可以达到低于 1 毫克/立方米的水平，例如

德国纽伦堡垃圾焚烧厂的烟气颗粒物处理最高水平为低于 0.3 毫克/立方米，比北京

雾霾天时空气中所含的颗粒物还要少。现在这么高的烟气技术处理水平在经济上也是

可以承受的，每千瓦时电力的生产成本最多增加几分钱，相比之下，使用市场价格的

燃气发电的成本比燃煤发电要增加几十分钱。所以，给中国东部地区治霾，通过特高

压输电将燃煤电厂搬到西部，并非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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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情况正在变化。由于气候保护导致二氧化碳减排的国际压力，燃煤发电必

须退出发电主力的舞台，把位置让给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资源最丰富的两大形式

是风力和太阳能，中国可供经济开发的风力和太阳能加起来，是现在中国电力需求量

的几十倍，从能源资源上讲，应无任何顾虑。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最

近十几年，一直快速下降，预计到 2020 年左右，在中国的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

电的成本会双双低于燃煤发电，在 2030 年之前还会低于核电。因此，风力发电和太

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将很快就不是阻碍这两种电力发展的障碍。2050 年中国的电力

主要产自于风力和太阳能，已没有什么悬念。 

但是，在中国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要大发展，除了发电成本之外，还有三个绕

不过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风光电力的大规模远距离输送： 

如果在中国地图上从漠河到腾冲划一条斜线，可以看到：中国的风力和太阳能资

源，就集中在这条斜线的左上方；而中国的用电负荷，则集中在这条斜线的右下方。

人类现在还看不到，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有比高压输电更便捷和更经济（例如将电

力转换成化学能或其它能量形式）的办法，在陆地上远距离传输电力。因此，如果在

中国的北部，西北部和西部获取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则需要将电力通过平均 1000 多

公里、最长达 4000多公里的距离输送到中国的中部、东部和东南部。 

以功率为1千瓦的太阳能光伏电池为例，在上海一年只能发电 1000千瓦时左右，

在青海格尔木一年就可发电 1600千瓦时左右，比上海高约 60%；而通过 2000 公里左

右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将电力从格尔木输送到上海，损耗却只有 5%左右，而远距离输

电成本比太阳能发电成本低得多。因此，如果仅考虑发电和输电的成本因素，则在青

海用太阳能发电输送到上海，比在上海用太阳能发电的经济性明显要好。 

第二个问题是，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因气象条件的随机波动范围很大： 

气象条件不但随季节变化，且每日不同，虽然可以提前一段时间预测到。可以想

象，如果上海的电力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上海及其附近省份的太阳能，碰上哪年有特长



5 
 

的梅雨天，就会造成严重的电力能源危机了。 

而通过扩大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的联网范围，则这种气象条件造成的风力发电和

太阳能发电量的波动，就会通过多个地方的相互补偿得到减弱。毕竟从新疆到上海，

从黑龙江到云南，还没有出现过全国各地同时连续几天都不刮风和都是阴雨天的天气。

这就是所谓的风光电发电量波动水平可通过异地气候的不相关性得到补偿的原理。 

要提供风光电发电量通过异地气候不相关性得到尽可能大的补偿，就需要尽可能

地扩大远程输电网的覆盖范围。 

第三个是仅仅针对光伏的一个天文问题： 

对地球表面的单位面积来说，太阳在中午的光照强度远高于早晚，其发电功率曲

线犹如一个玉米面窝窝头，日变化非常剧烈。但是，用电负荷与光伏的发电量不是完

全匹配的。如果一地的光伏电成为当地的主力电源，中午光伏发电功率达到高峰时就

用不完；而傍晚太阳下山后，特别是在 18点至 21 点的家庭用电高峰，却几乎没有一

丁点儿的光伏电力生产。 

但是，太阳的升起和落下的时间在全中国从东到西是不一样的，有 4个小时的时

差。因此，如果建设全国从东到西的特高压输电网，则因天文原因造成的光伏发电波

动就会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平滑，各地在中午高峰发电时间发出的电力，都可以向东或

向西传输；而东部的太阳下山后就从西部调电，西部的太阳下山后东部进入后半夜用

电低谷，于是西部从东部调取用不完的其他能源发的电（包括风电）。说通俗点儿，

就是避免了各地依赖光伏发电的用户们撑的撑死，饿的饿死。譬如，当天黑以后牡丹

江当地的光伏板已经停止发电，新疆塔里木沙漠的光伏板还正“锄禾日当午”呢，于

是牡丹江的老少爷儿们和老少姐妹儿们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时，可以用到新疆塔

里木的电力。 

另外，中国的水力资源集中在西部，其中西北地区的水能集中地——黄河上游的

水电站，正好在光伏电和风电的东西向输电走廊上，而且距发电场的距离比距负荷中

心的距离近得多，作为风电和光伏电的蓄能电站，经济上再合适不过了。而中国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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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丰富水电参与风电和光伏电的蓄能调节，也需要南北方向的大规模联网。 

到 2050 年，中国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功率总计可能高达 20 亿-30 亿千瓦，

甚至更高，大部分集中在中国的西部、西北部和北部。即便考虑到在当地的消费和蓄

能，中国仅为输送这些风光电就需要 10亿多千瓦的特高压输电能力。 

德国是全球在可再生能源电力领域走在最前面的国家，德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作

为后来者的中国借鉴。德国的风光发电量已经超过了总发电量的 15%，每年还在以几

百万千瓦的速率增长，预计到 2050年将成为德国的主力电源。 

德国目前正在启动能源转型的 2.0版，其中关键的任务就是解决大规模风光电并

网带来的输电网和配电网能力不足及电力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专项，

就是为扩大德国北部风力发电的规模并将电力输往南部，加速规划建设纵观南北的长

达 800公里的特高压输电线路，特高压输电线路考虑采用的技术包括了 800 千伏交流

输电技术和±500千伏以上的直流输电技术。尽管德国是一个南北只有 800多公里长，

东西只有 600多公里宽的国家。德国上上下下都在抱怨特高压线路的规划建设落后于

风光电的发展，担心由于特高压输电线路投入运行时间的滞后将造成巨大的风电弃风

损失，或产生为避免弃风而采取昂贵的替代技术措施（例如储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作为长远的规划，德国还在考虑将北部的风电场与挪威峡湾的水电/抽水蓄能电

站之间用特高压输电线路连接，为德国不稳定的风电蓄能调节。 

其实中国的特高压远距离输电现在已经滞后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德国的风力发

电量占总发电量的 10%左右，弃风电量比例还不到 0.3%。而中国的风力发电量现在才

仅占总发电量的不到 2%，弃风电量比例就已达 15%左右，是德国的 50 倍左右。中国

发生大量弃风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远距离输电能力不足，使北部和西北部的风力发电

量输送不出去。每年 100多亿千瓦时的电力打了水漂。 

现在中国每年都要新增数千万千瓦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能力，是德国新增风光电

能力的数倍，平均输电距离也是德国的数倍。到 2020 年以后，这个速度还会加快。

鉴于德国的经验和教训，即便不考虑通过特高压大规模输送坑口燃煤电力这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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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输送风光电力，中国也必须迅速大规模地开始建设远距离特高压输电网。 

现在中国的风光电（主要是风电）的放弃发电损失每天都高达几千万元人民币，

在特高压输电线路建设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拖延下去，这个损失还会继续扩大。 

美国太阳能产业再创新高 或可跻身主流能源 

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与 GTMResearch 日前发布报告称，2013 年美国新增的光伏

发电能力达到 4751 兆瓦，同比增长 41%；另外还有 410 兆瓦的集中式太阳能发电装

置并网。 

2013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太阳能正成为美国主流能源。太阳能占到 2013 年美国

全部新增发电能力的 29%，仅次于占 46%的天然气。截至去年底，美国境内有超过 44.5

万个太阳能系统处于工作状态，相当于 1.2万兆瓦光伏太阳能系统和 918兆瓦集中式

太阳能系统的发电能力，足可以给约 220万户美国家庭供电。此外，仅是第四季增加

的太阳能发电能力就创纪录地达到 2106 兆瓦，占到年度总规模的 44%，而且比原先

的季度纪录数字高出了 60%。 

2013年太阳能发电能力增长最高的五个州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

北卡罗来纳州、马萨诸塞州和新泽西州。上述各州合计占比为 81%，而加州占到 2013

年美国新增光伏发电的一半以上。 

与此同时，低价位且智能化的电池存储系统前景也非常好。该技术的发展将会给

高速发展的美国光伏能源市场再添一针强心剂。本次研究还指出，现在美国总共有

12.1 吉瓦的光伏发电装置和 918 兆瓦的集中式太阳能发电装置正在运行。2013 年美

国独立式光伏设备安装量达到 14万台，当前总计有超过 44.5万台设备正在运行，发

电装置总市值达到了 137 亿美元。 

光伏产业格局即将改变 制造服务化引领潮流 

从各种迹象来看，我国光伏产业在 2014年或将迎来行业格局的新变化，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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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加快，同时产品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一是光伏产业出现制造业服务化的苗头。随着光伏制造毛利的下降，我国一些大

型光伏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保留了技术先进的生产线，关停了成本较高的生产线，

多余订单委托给第三方代工。国外一些企业如美国 Sunpower 公司等也一直通过大型

电子服务企业 Flextronices 和 Jabil 代工。按此发展趋势，光伏产业在制造环节将

出现像富士康那样的大型代工企业，我国光伏产业的现有格局将会受到冲击。 

二是生产制造呈现自动化发展趋势。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通过机器

人取代人工将不可避免。全自动化的生产线配置可保障产品的一致性，降低由于电池

匹配所带来的功率损失，也减少人为因素所导致的产品质量问题。目前，自动化程度

较高的生产线生产的产品的成本已低于人工生产线产品的成本，这将迫使我国光伏产

业转型升级。 

三是国内光伏产品结构不合理，中低端产能过剩，而高端产能不足。我国光伏企

业生产的晶硅电池转化效率普遍在 17%~19%之间，效率在 20%以上的高端产品严重不

足，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极易催生价格战。如去年第二季度，我国光伏企业在鏖战

0.55欧元/瓦的普通组件市场时，日本三洋和美国 Sunpower则独享 1欧元/瓦的高效

组件细分市场。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产品利薄的情况下，由于金融机构严控光伏长期

贷款，这也将限制企业的高效电池产业化投资。 

以德国模式看国内分布式发电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德国的分布式模式和优点： 

FIT模式，就是 Feed In Tariff，也就是发出来的电全额就由国家指定的价格全

部进行收购，并且按月进行支付。这种模式的优点是： 

1. 并网手续非常简单，对于发电是否是自用还是并网没有任何争议，建好并网

拿钱即可。 

2. 因为并网手续简单，所以银行很乐意去做低风险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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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贷款利率很低，最高就是在 3%左右。 

4. 贷款年限长，一般 10 到 15 年的贷款。这样一般业主不需要自己贴钱进去，

每月还贷款后还有盈余。 

5. 业主只要有屋顶可以随意申请银行贷款，在施工前就款项到位。 

国内分布式目前的模式和缺点（度电补贴法）： 

1. 鼓励自发自用，度电补贴法，也就是每度电补贴 0.42 元，首先是自发自用，

并网的话则按照脱硫煤电价加上 0.42 元收购。因为收益不太稳定，特别是如果不能

自发自用后则收益很低，大概每度的总收益只有 0.9元。 

2. 贷款困难，因为收益不稳定，所以银行还不接受电站收益作为抵押的贷款，

必须用实物作为抵押。 

3. 贷款利率高，基准利率最少要上浮 30%才到一般能拿到的贷款，是在年息 10%

左右。 

4. 贷款年限低，一般都是三年和五年。业主在建设后还要贴钱进去。 

5. 业主一般要并网成功后，才可以去拿贷款。前期垫付压力巨大。 

6. 并网手续繁琐。 

国内分布式发电现状： 

不像欧美分布式利用 FIT政策鼓励分布式电力上传电网，国内的分布式鼓励自发

自用，想要得到高收益率，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自用电价高。 

2. 白天用电负荷较稳定且大于光伏所发电力功率（这就是传说中的自发自用比

例）。 

3. 屋顶存续性稳定。 

关于商业屋顶的问题： 

屋顶面积太小。 

因为商业电的电价最高，并且商业一般用电量非常大，主要用电还在白天，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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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直开业也会使用。所以是最好的自发自用的模式。盈利应该是最高的。所以本

来是应该最佳投资体。但由于屋顶面积一般比较小，很多被中央空调所占据。所以发

展的也不太好。 

工业屋顶： 

有屋顶的没有钱建电站，有钱的找不到屋顶投资。 

工业厂房是最具有安装潜力的。但是更大的工业厂房一部分都被金太阳项目所覆

盖。现在的都是比较小的屋顶了。 

自己有屋顶的企业： 

一次性拿出几百万到几千万来建设光伏电站的可能性太小。大部分企业因为高昂

的贷款利率，目前 10%都是便宜的贷款,资金成本都是年 10%以上，所以年百分之十几

的投资回报让企业望而却步，就算有的企业从环保的角度出发，愿意安装，但是国开

行的扶持款项最少都要从几千万起步，所以根本不可能直接给企业贷款，一般的商业

银行因为对光伏的收益有担心，一定要拿厂房抵押才予以贷款。所以很多企业望而却

步。 

由投资机构投资在别人屋顶上建电站： 

由于主要是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所以被选中的企业必须是： 

1. 屋顶面积比较大的。 

2. 屋顶结构比较好，能够达到承重要求的。 

3. 自己用电量比较大，并且电价比较高。 

4. 企业运营状况比较好。短期内不会倒闭。 

5. 企业的资信状况比较好，会支付用掉的电费。 

以上经过筛选，能满足全部条件的企业寥寥无几。 

家庭屋顶： 

一般高楼用户 

愿意自己投资在住宅楼高楼建电站的居民，却被供电局要求该楼的所有居民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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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被止步在前。因为每栋楼的居民都签字，动辄几十户，在中国根本没有可能性。 

别墅屋顶用户 

民用电大部分都在 0.5元每度左右，投资回报要在 8年以上。虽然有阶梯电价超

过 400度每月上浮 0.3 元每度，但是一般买得起别墅的人，都不太在乎这点电费。所

以也无法安装。 

农村屋顶 

因为农村的居民一般都经济上比较困难，能拿出几万元建设电站的还是比较少的，

因为也没有产权证，所以贷款更加不可能。 

这就是目前分布式发电在中国应用的现状。 

刚才所讲的是表现出来的现象，而根本问题是贷款问题，因为资金问题是最关键

的。 

2013年 8月 22日，国家能源局联合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台了《支持分

布式光伏发电金融服务的意见》，里面明确提到了为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国开

行将积极为各类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投资主体提供信贷支持。符合国开行直接申请贷

款资格的投资主体可直接申请国开行信贷资金支持；对不符合直接申请国开行贷款条

件的企业和自然人，采用统借统还的模式给予支持。而到目前为止，具体办法并没有

出台，所有想通过国开行贷款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企业 甚至自然人至今

仍是束手无策。 

解决建议： 

1．尽快出台具体实施细则来落实国开行的金融服务意见，让想建电站的法人和

自然人很快能够拿到扶持贷款，机会对大家都是公平的，保证是有屋顶的都可以申请

贷款。 

2．采用欧美流行的 FIT 模式：而如果采用租用业主屋顶，电力全部上网，给予

分布式 FIT 上网电价，购售电关系简化成项目投资主体与电网之间简单的二者关系，

我相信分布式市场定会即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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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本身的成本高也是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原因，而补贴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

更快的促进产业发展，尽快实现平价上网。以目前的成本下降速度，光伏发电在 2~3

年内在中国实现平价上网基本没有难度。 

二、企业动态 

天合光能预计 2014 年光伏组件出货量提高逾 1GW 

天合光能 2013 年光伏组件出货量达到 2.58GW 左右，较 2012 年达到的出货量水

平提高逾 1GW。由于 2014 年预期的需求强劲，该公司预计出货量将进一步提高 1GW，

达到 3.6GW至 3.8GW。 

天合光能报告，全年净收入为 17.7 亿美元，较 2012 年 13 亿美元提高 36.9%。

毛利润为 2.182 亿美元，较上一年 5720 万美元提高 281.2%。2013 年整体毛利率为

12.3%，而 2012 年为 4.4%，全年运营亏损为 4380 万美元，较 2012 年 2.649 亿美元

有所下滑。2013 年运营利率为负 2.5%，而 2012 年为负 20.4%。全年净亏损为 7790

万美元，而 2012 年净亏损为 2.666 亿美元。2013 年净利率为负 4.4%，而 2012 年负

20.6%。 

天合光能预计，2014 年第一季度光伏组件出货量为 670MW至 700MW。该公司预计

将完成其 400MW至 500MW 下游光伏项目的建设。 

兴业太阳能光伏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 35 亿 

中国兴业太阳能技术控股有限公司民勤红沙岗 300兆瓦光伏发电等 3 个项目，在

武威民勤红沙岗能源化工建材工业园区集中开工。 

这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总投资达 35 亿元。其中，民勤红沙岗 300 兆瓦光伏发电项

目，由甘肃兴业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公司是湖南兴业绿色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在民勤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湖南兴业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民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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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签订的战略开发协议，湖南兴业将在民勤红沙岗开发建设 1.1吉瓦光伏发电

项目，总投资约 100亿元；2014年先期建设 300 兆瓦，总投资 30亿元，项目建成后

年均发电量为 4.8亿千瓦时，年发电收入超过 4.3 亿元。 

民勤红沙岗 300兆瓦光伏组件项目，总投资 3.8亿元，建设光伏电池组件装配生

产线 3条，总装配规模 300兆瓦，光伏支架生产线规模 300兆瓦，项目投产后年产值

达 20 亿元，可上缴税金超亿元，为当地增加 1500 多个就业岗位。民勤红沙岗 2000

台（套）太阳能烘烤设备项目，总投资 1.2亿元，项目建成投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

入 5亿元，上缴税金 5000 万元，为当地增加 500 多个就业岗位。 

保利协鑫 2013 年多晶硅产量提高 36% 

保利协鑫报告，2013 年多晶硅产量年同比提高 36%，达 50,440MT 左右，额定产

量保持在 65,000MT，致使该年利用率为 75%以上。 

2013年保利协鑫太阳能材料业务的收入总计达 22.6亿美元左右，较前一年增长

34.1%。保利协鑫出售 16,329MT没有用于内部太阳能硅片生产的多晶硅，较前一年提

高 29.7%。 

保利协鑫还报告，由于年生产能力提高到 10GW，2013 年对太阳能硅片的需求提

不断高，而生产 8,634MW 的硅片，较前一年增长 53.6%。到 2013 年底硅片产能利用

率超过 80%。 

韩华全年业绩财报及新年扩产能计划公布 

韩华新能源表示，其预计 2014年第一季度组件出货量将与上季度约 350MW相似。

预计全年组件出货量将达 1.5-1.6GW，其中约 25-30%为光伏组件加工服务。根据该公

司，毛利率目标为 15-20%。 

2013年第四季度净收入为 2.139亿美元，较上一年提高 14.1%。该公司报告，该

季度毛利润为 3020 万美元，运营亏损为 390 万美元，净亏损仅为 420 万美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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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季度光伏组件出货量达 352.2MW，较上一季度 317.3MW提高 10.8%。 

韩华新能源报告，2013年净收入总计达 7.806 亿美元，较上一年提高 28.5%。2013

年毛利润为 5530 万美元，毛利率为 7.1%，而 2012 年毛利率为负 8.8%。全年净亏损

为 1.444亿美元。光伏组件出货量，包括组件加工服务，主要针对韩华 Q CELLS，达

1，280.3MW，较 2012 年 829.8MW 提高 54.3%。根据该公司，2013 年组件加工服务占

总收入的 8.7%。 

韩华新能源表示，2014年其将把太阳能电池产量扩大到 1.5GW，光伏组件产量扩

大到 2GW。该公司指出，其已经在 2013 年底成功启动其 E-Star II 电池全面生产。

尽管该公司并未计划 2014 年增加硅锭或硅片产量，但是该公司指出，其将获益于较

高的利用率、降低的成本和提高的产量。 

英利绿色能源第四季度财报：净亏损同比收窄 

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YGE）周二公布了 2014 财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

报告显示，英利绿色能源第四季度净亏损为人民币 7.762亿元（约合 1.282 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净亏损人民币 12.49亿元有所收窄。 

在截至 12月 31日的这一财季，英利绿色能源的净亏损为人民币 7.762 亿元，每

股亏损为人民币 4.95 元（约合 0.82 美元），这一业绩好于去年同期，但不及上一季

度。2012 财年第四季度，英利绿色能源的净亏损为人民币 12.49 亿元，每股亏损为

人民币 7.98 元；2013 财年第三季度，英利绿色能源的净亏损为人民币 2.356 亿元，

每股亏损为人民币 1.50 元。 

第四季度总净营收为人民币 37.111亿元（约合 6.130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人

民币 29.029亿元相比大幅增长，略高于上一季度的人民币 36.494亿元。英利绿色能

源第四季度运营亏损为人民币 5.942亿元（约合 9810万美元），去年同期运营亏损为

人民币 11.304 亿元，上一季度运营亏损为人民币 7030 万元；运营利润率为-16.0%，

去年同期运营利润率为-38.9%，上一季度运营利润率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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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 2013财年，英利绿色能源的总净营收为人民币 134.181亿元（约合 22.165

亿美元），2012财年为人民币 113.919亿元；净亏损为人民币 19.444亿元（约合 3.212

亿美元），每股亏损为人民币 12.41 元（约合 2.05 美元）；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的调整后净亏损为人民币 14.401亿元（约合 2.379 亿美元），每股亏损为人民币 9.19

元（约合 1.52美元）。 

新远东电缆 10 千伏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并网成功 

3 月 18 日，由宜兴市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和协鑫光伏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投

资的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10 兆瓦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这标志着

宜兴市首家 10 千伏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并网成功。目前，这也是宜兴地区规模

最大的分布式电站。 

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总装接容量为 10004.5千瓦，分别以

10 千伏和 400 伏两个电压等级接入电网，其中 10 千伏电压采用自发自用上网，400

伏电压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方式。10 千伏并网点有 2 个，并网点装接容量分别

为 3558.1千瓦和 2640 千瓦；400伏并网点有 5 个，并网装接总容量 3806.4 千瓦。 

此项目于去年 11月中旬建成，于今年 3月中旬正式并网发电，年发电量约在 1100

万度左右，这也意味着它可供应大约 1800 多户普通家庭的用电，一年可为该企业节

约 160万电费支出，减少炭排放量约为 18000多吨。光伏产业除了发电之外，能带来

能源安全、建设二氧化碳排放等多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国电四川甘孜州光伏电站项目获 960 万元专项资金 

近日，四川省财政厅发文《关于下达 2013 年第二批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的通知》，下达国电四川色曲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甘孜州色达县洛若乡 50MWp 并网

光伏电站一期 10MWp工程项目以贷款贴息方式的资助资金 960万元。 

洛若乡 50MWp并网光伏电站位于全国日照最充足地区之一的甘孜州，多年平均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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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总辐射 6180.7 兆焦耳/平方米，多年平均日照时数 2420.3 小时，属太阳能资源二

级地区。该电站拟分期开发建设，一期装机容量 10MWp，后续装机容量 40MWp，全部

建成后多年平均发电量 7184.0万千瓦时。 

光伏电站投入大 中利科技一季度预计亏损扩大 

3月 28日晚间，中利科技披露了 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亏损 11844 万元至 14476 万元，上年期为亏损 6212.37

万元。 

对于业绩变动原因，公司表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目前

经营模式以光伏电站开发建设、转让为主，光伏组件销售为辅。今年一季度光伏电站

尚处于大规模开发建设阶段，未实现大规模转让销售；去年转让的甘肃 179.50MW 光

伏电站也未在一季度内确认销售。 

同时，公司一季度的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主要原因，一是为

配合国内、国外电站开发项目，新增 15 家项目公司导致管理费用增长较快；二是公

司对电缆、光伏的新品研发费用加大。此外，随着公司电站建设等经营规模的扩大，

融资规模也相应扩大，导致财务费用增长较快。 

三、政策动向 

“加强产品检测认证工作 提高光伏产业发展质量”政策研讨会召开 

3 月 15 日，“加强产品检测认证工作，提高光伏产业发展质量”政策研讨会在京

召开。研讨会围绕国家认监委和国家能源局于 2014 年 2 月 8 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光

伏产品检测认证工作的实施意见》，就光伏电站建设中面临的产品质量、工程建设质

量、运营维护质量以及解决措施进行了充分交流，并对国内光伏产品检测认证制度的

完善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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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明确指出：“加强光伏产品检测认证工作是提高光伏产业质量，推动产

业技术进步，加快光伏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保障用户及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措施，

国家通过完善光伏产品检测认证体系，严格执行检测认证制度和市场准入，为光伏产

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意见》规定对光伏电池组件、逆变器、控制设备等产

品实行统一的认证标准、技术规范和合格评定程序，并要求光伏发电建设单位进行设

备采购招标时，必须采用通过认证的产品。这一强制性认证政策的发布，体现了政府

主管部门对光伏产品及工程质量的高度重视，充分表明政府在大力扶持光伏产业的同

时加强监管的工作思路，并将国际通行的第三方检测认证保证措施作为确保产业发展

质量的重要手段，从而保证我国光伏产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意见》实施后，权威

机构出具的检测认证合格证书将成为我国光伏产品进入市场以及获得金融支持的必

备条件。 

广东省制定 1GW 装机目标 对光伏骨干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日前，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广东省

政府发布了《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确立了发展目标，到 2015

年全省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争取达到 100 万千瓦，2020 年达到 400 万千瓦。引导金

融机构优先对骨干企业、创新项目及光伏发电应用示范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该意见提出，要突破产业化关键技术。强化上游装备及材料领域产业优势，重点

支持扩散设备、离子注入设备、等离子增强化学气相沉积设备、丝网印刷设备、电池

组件测试设备等生产和检测设备，以及光伏镀膜玻璃、封装胶膜、新型电极材料等关

键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支持中游电池及组件领域加快技术攻关，重点发展新型光伏

电池、高质量光伏组件，提高光电转化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光伏发电系统集成技

术水平，重点加强逆变器、电站监控设备、测试设备、大容量储电、智能微电网等产

品和技术的研发，提高电站建设、运营和服务能力。 

同时，加强技术创新载体建设。鼓励和支持骨干光伏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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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合作建设光伏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

技术中心或分支机构、标准制修订委员会。支持光伏企业参与制修订光伏电池及组件、

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并网光伏发电等领域的国际、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依托国家

和省级科研院校，建设国内领先的光伏产业检验检测机构，提高对光伏电池及组件、

逆变器及控制设备等产品及各类光伏电站工程的检验检测能力。 

意见提出，要发挥广东电子信息产业基础优势，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

海、河源等光伏产业及示范应用集聚区为重点，加快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光伏

产业集群。加强省市共建太阳能光伏产业基地建设。依托深圳重点发展光伏装备、逆

变器和光伏建筑一体化，依托佛山重点发展高效光伏电池、光伏支架及系统集成技术，

依托东莞重点发展高效光伏电池及组件，依托河源重点发展薄膜光伏电池。 

四、科技进步 

天合光能与澳洲国立大学合作研发出高效太阳电池 

天合光能研发团队今日传出喜讯，公司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合作研发成功新型高

效晶体硅太阳电池。 

天合光能与新加坡太阳能研究所（ Solar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Singapore)合作进行全背电极接触晶硅太阳能电池( Interdigitated Back-contact ，

简称“IBC 电池”)的研发，并在澳洲国立大学可持续能源系统中心实施具体研发工

作。经过两年的研究，由天合光能发起，在澳洲国立大学和澳洲咨询公司 PV 

Lighthouse的共同支持下，成功研制了当今光电转换效率最高的 IBC晶硅太阳电池。

经过德国 Fraunhofer CalLab 实验室独立测试报告显示，电池效率高达 24.4%。 

作为天合光能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所承担的国家重大 863 计划的研

发课题，目前天合光能的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独立研制出面向产业化

的面积为 125mm*125mm 光电转换效率大于 22%的 IBC 电池，其 72 片电池的 IBC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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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组件功率达 238瓦，结果经过国家光伏质检中心测试验证。目前，实验室正在积

极筹备建立低成本全背电极太阳电池的中试验示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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