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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能源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石。随着能源价格高位波

动以及环境保护日益受到世人的重视, 开发和利用可再生

能源 , 推动可再生能源新技术产业化 , 已成为世界各国保

障能源和环境安全的重要举措。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已成为

我国实现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国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路径 , 对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重要意

义。

1 太阳能在再生能源中的战略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于 2006 年 1 月 1 日

实施生效, 为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保

证 , 国家发改委同时还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

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 明确了 2006 年及以后建设的可再

生能源发电项目上网电价及费用分摊管理办法。同年 , 无

锡尚德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 成为全球太阳能光伏行

业市值最高的公司 , 随着无锡尚德财富神话的诞生 ,“羊群

效应”迅速出现 , 国内太阳能光伏产业迎来了一波资本投

资热潮 , 并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带

来的巨大商机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世界与我国能源储

备分布见附图。

化石能源储量的有限性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主要因

素之一 , 而且 , 全球化石能源的大量开采是造成生态破坏

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此背景下, 太阳能光伏发电作为一种

附图 世界与我国能源储备分布图

资料来源[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

可再生的绿色能源便应运而生。太阳能是资源最丰富、最

清洁、最安全的可再生能源 , 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开

发利用潜力 , 充分利用太阳能有利于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及能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例如 , 我国陆地表面每年

接受太阳辐射相当于 49 000 亿 t 标准煤 , 约等于上万个三

峡工程发电量的总和。

太阳能可以分为太阳能热利用产业和太阳能光伏产

业两大产业。太阳能热利用产业主要用于热水器, 目前我

国热水器的生产量和保有量均居世界第一 , 但太阳能热利

用仅占太阳能利用的很小一部分, 太阳能利用中最重要的

还是光伏产业。

在长期的能源战略中 , 太阳能光伏发电在太阳能热发

电、风力发电、海洋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许多可再生能源

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光伏发电具有其它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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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无可比拟的优点[2][3]: ①充分的清洁性; ②绝对的安全性 ;

③相对的广泛性 ; ④确实的长寿命和免维护性 ; ⑤初步的

实用性; ⑥资源的充足性及潜在的经济性等。因此 , 太阳能

光伏发电具有最广阔的发展前景 , 是各国最着力发展的可

再生能源技术之一。根据世界能源组织( IEA) 对太阳能光

伏发电的未来发展的预测 , 2020 年世界光伏发电的发电

量占总发电量的 1%, 2040 年占总发电量的 20%; 根据欧

洲联合研究中心 ( JRC) 及欧洲光伏 工 业协 会 ( EPIA) 对 未

来可再生能源和太阳能发电的预测 , 到 2030 年可再生能

源在总能源结构中占到 30%以上 , 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世界

总电力的供应中达到 10%以上 ; 2040 年可再生能源在总

能源结构中占 50%以上 , 太阳能光伏发电将占总电力的

20%以上 ; 到本世纪末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到 80%

以上 , 太阳能发电占到 60%以上 , 显示出太阳能最重要的

战略地位。我国能源界权威人士预测, 2050 年我国能源消

费中 , 煤只能提供总能耗电的 30%~50%, 其 余 50%~70%

将依赖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生物质能和其它可再生

能源。我国政府在《可再生能源长期规划》中提出 , 2010 年

太阳 能 光 伏 发 电 装 机 容 量 为 450MWp, 2020 年 太 阳 能 发

电 规 划 目 标 为 2GWp, 其 中 光 伏 发 电 1.8GWp, 热 发 电

0.2GWp。并规划未来我国光伏发电系统的应用: 一方面以

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和建设小型光伏电站为主 , 来解决偏远

地区无电村和无电户的供电问题 , 另一方面 , 借鉴发达国

家发展屋顶系统的经验 , 在大中城市的道路、公园、车站等

公共设施照明中推广使用光伏电源。因此 , 开发利用太阳

能在发展再生能源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 光伏发电将作

为战略能源的角色进入能源和电力供应领域 , 保障我国能

源的战略安全。

2 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状况

在“太阳能利用安装→太阳能应用系统→太阳能电池

组件→太阳能电池片→硅片→制造设备→高纯硅原材料”

这条太阳能产业链中, 直接将太阳能光转换为直流电能的

太阳能电池的生产是光伏产业链中最关键的一环。产业链

中上游为太阳能级多晶硅生产企业 , 其次为硅片生产企

业 , 下游为电池片生产企业、电池组件系统制造企业以及

太阳能应用系统开发企业。因此 , 太阳能光伏产业将带动

许多产业链的同步发展。

21 世纪初, 国内太阳能光伏产业进入新的建设高峰期,

2005 年步入爆发期。受益于欧洲等国外市场的强劲需求, 无

锡尚德、上海太阳能、南京中电等一批国内太阳能光伏企业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产品供不应求。特别是无锡尚德上市所

带来的巨额财富, 面对国外强劲的市场需求和无锡尚德所

引发的“羊群效应”, 由于进入这一产业最重要的门槛并不

是资本, 而是技术, 国内太阳能光伏制造业迎来了一波资本

投资热潮, 但一窝蜂群涌而上将带来极大的产业风险。

而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链的产销链条两头在外 : 九成

以上的原材料依赖进口 , 九成以上的产品出口。虽然国内

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技术基本上与国际同步 , 但是相关产

业链不健全 , 原材料和生产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 原材

料受制于人, 不仅成为制约我国光伏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最

大障碍 , 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业的无序 , 使得产业下

游成品表现为有价无市 , 产业利润更多集聚在上游。因而

我国太阳能产业的链条时刻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境。

我国在太阳能应用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方面已经取得

了一定成效, 目前我国光伏并网发电上网市场还没有形成,

仅有的几个光伏发电项目只是示范用的, 还没有进入商业

化运作。太阳能光伏产品的应用还停留在一些替代传统电

源的小型消费品市场 , 如太阳能充电器、太阳能灯系列等 ,

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根据中国太阳能学会副理事长赵玉

文的分析, 制约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市场化主要有 5 个方

面的因素: 一是光伏发电价格过高; 二是硅原料紧缺; 三是

产业链整体竞争力脆弱; 四是激励政策的启动力度不够; 五

是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光伏规划。因此, 面对日益增长

的能源需求, 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需要以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眼光, 以促进节约能源为前提, 制定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国

家策略, 促进太阳能光伏相关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市场拉动产业 , 通过产业降低成本 , 通过降低成

本使可再生能源替代常规能源 , 从保障我国的能源和环境

安全出发 , 不断培育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 是一个未来

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 , 是可持续发展的必需环节。有

关太阳能产业的研究散见于一些媒体报道与市场调查报

告, 还很少系统地从理论上研究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

展问题。因此, 针对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

一系列问题 , 我们从产业组织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结

合的新视角 , 探讨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 ,

为实施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3 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

主要内容

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来源于产业组

织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经济与能源经济理论 , 主

要解决 3 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

理论的内涵 , 包括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

涵、资源配置、理论模式、运行机制等 ; 二是以我国为例研

究太阳能光伏产业化发展的可行性和障碍 , 包括太阳能光

伏产业化发展的物质基础、技术基础、现状、障碍及风险预

测预警机制; 三是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路径选择。内容如下:

(1)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源泉。主要包括

产业组织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经济理论以及正在

发展中的能源经济理论等。

(2)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

太阳能光伏产业链、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界

定、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太阳能光伏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等。

(3)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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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模式、太阳能光伏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模式、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企

业模式。

(4)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金融资源配置。主要

包括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太

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金融资源配置目标、太阳能光

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金融资源配置原则、太阳能光伏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金融资源配置模式等。

(5)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

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太阳能光伏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激励机制、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约

束机制、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自我调节机制、太

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调节机制等。

(6)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估规程。主要包括

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估准则、太阳能光伏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评估程序、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

标体系、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方法等。

(7)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风险管理。主要包括

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风险来源、太阳能光伏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风险识别、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风

险度量、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与控制机制等。

(8)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化发展的条件及障碍。主要包

括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现状、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化

的障碍分析、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分析等

(9)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主要包括

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核心竞争力战略、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

核心技术开发战略、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全球化发展战略。

4 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方

法的选择

由于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主要围绕

建立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分析我国太

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与选择实现我国太阳能

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路径 3 个主要方面进行 , 依下

面路径展开研究:

本着“研究贵在创新”的思想 , 循着“太阳能光伏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理分析”→“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现状考察”→“实现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

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展开研究。

(1)第一部分“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理

分析”, 拟从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资源

配置、理论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分别进行分析与研究。

(2)第二部分“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现状

考察”, 拟从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技术基础、现状及其障碍等方面分别进行实证考察分析。

(3)第三部分“实现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

策与建议”, 拟从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核心竞争

力、核心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及其全球化等方面着手进行。

5 结 论

开展太阳能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 : ①有利于

加深对开发太阳能资源的战略意义的认识。把太阳能光伏

产业化纳入政府议事日程, 加强对开发推广太阳能可以减

少或替代常规能源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意义认识 ; ②

完善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化的激励政策。政府支持是发展

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关键 , 也是太阳能产业化发展的原始动

力。配备有利于太阳能产业发展和刺激广大居民应用太阳

能光伏电源装置等新能源设备的激励政策 ; ③增加研发太

阳能光伏核心技术的经费投入力度。制定一系列切实有效

的政府扶持政策 , 打造太阳能光伏产业坚实的核心技术基

础 , 储备雄厚的技术研发和生产能力 , 从而提供一条保障

我国能源安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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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of Solar Energy
Photovoltaic Industry

Abstract:Based on solar energy photovoltaic industry development,industry structure theo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the

architectonic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of solar energy photovoltaic industry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The main contents

are the followings: (1) the basic contents,resource distribution,theory type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solar energy photovoltaic

indust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the material foundation,technological foundation,obstacle and risk predictable mechanism of

solar energy photovoltaic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 (3) the strategic pathway choices of solar energy photovoltaic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e key competition capacity,key technical research & develop and globalization.There are many

theory and practical values to the study on the solar energy photovoltaic indust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for the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renewable market standardization,energy safety,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energy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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