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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与战略

摘要：新能源产业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发展迅速、综合性高技术极具战

略性的新兴产业,发展新能源产业是解决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能源

瓶颈之间矛盾的关键。 利用 SWOT 分析方法综合分析目前太阳能光伏产

业国际化发展的优势、劣势及存在的机遇和挑战。 通过对我国光伏产业

的国际化发展条件和现状的分析，提出和总结光伏产业国际化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和经验积累，最后提出实际有效的有利于我国新能源产业

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对策。
关键词：国际化；新能源产业；光伏产业；SWOT 分析；发展战略

Abstract:New energy industry is the rapid develop-
ment of highly integrated high-tech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fter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the devel-
opment of new energy industry is the key to solve criti-
cal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our stable and rapid eco-
nomic development and energy bottlenecks. Using SWOT
analysis method synthetically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solar photovoltaic indus-
try′s, weakness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existing chal-
lenges. Through analyzing PV industry in China the in-
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onditions and the status
quo,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photovoltaic in-
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problems and ex-
perience,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practical and effec-
tive strategy countermeasures useful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energy industry.

Keywords:international developing;new energy ind-
u stry;photovoltaic industry;SWOT analysis;develop-
ment strategy

徐强（2009）指出，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基本原则要求是 :
以高国际化为起点,以全球市场为背景,以国际同类强势企业为竞

争标杆,高标准、严要求地推进。 实现我国的新能源产业在国际市

场上立足并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新能源产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主

要研究课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已经把发展新能源产业（可再生能

源产业）作为金融危机后下一轮经济繁荣的支撑点。 新能源产业

是以高新技术为基础， 具有广阔的国内国际市场空间和先导性、
支柱性的新兴产业。 太阳能是新能源领域里最具发展潜力的能

源，对环境也不会造成任何污染 ,具有其他能源无法比拟的自然

优势。太阳能利用主要有三种形式：太阳能热发电、太阳能光伏发

电和太阳能热水器，其中光伏发电是最重要的应用方向。 开发利

用太阳能光伏技术，是我国践行资源节约型社会、节能减排、可持

续发展、改善生存环境等的重要举措之一。
从 2010 年开始，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竞争加

剧等问题，同时也是全球光伏市场存在的问题。因此，如何调整我

国新能源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来应对国际新能源市场出现的

新变化，成为摆在在我国政府和新能源企业面前的首要问题。 本

文利用 SWOT 方法以太阳能光伏产业为例分析光伏产业国际化

发展情况，并提出对策。
一、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理论储量达到每年 17000 亿吨标

准煤。 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 中国光伏发电产业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步，90 年代中期进入稳步发展时期。 太阳电池及

组件产量逐年稳步增加。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已迎来了快速发展

的新阶段。在“光明工程”先导项目和“送电到乡”工程等国家项目

及世界光伏市场的有力拉动下，中国光伏发电产业迅猛发展。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产业研究所副所长高宏

玲（2010）表示，2010 年，各大 多 晶 硅、太 阳 能 电 池 生 产 厂 商 大 量

扩产，其他行业厂商纷纷进入，预计 2010 年全球多晶硅总产量达

11.6 万吨，同比增长 22%，2011 年将达 14.9 万吨。
201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

济科技制高点之后，全国很多省市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

是新能源产业作为地区发展的支柱产业，许多省市产业规划同质

现象严重， 目前全国至少已有 17 个省市将光伏产业作为本地区

的支柱型产业，很多县级城市也提出打造物联网产业，20 个省市

提出要打造新能源基地，有的省市则提出了打造上千亿、上万亿

元新能源产业的计划。
光伏产业的低端技术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将对我国人、财、物

形成巨大的需求，这种低水平的大规模重复模仿建设生产，既不

利于国内人才、技术、生产资源的有效利用，也不利于新能源企业

的国际化发展。
二、对我国光伏产业国际化发展的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法是一种在战略管理领域中被广泛运用的战略

分析方法,1971 年安德鲁斯在《公司战略概念》提出了战略制定的

SWOT 分析框架。 SWOT 分析方法是通过对被分析对象的优势

(Strength)、劣势( Weakness)、机遇(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等加

以综合评估与分析得出结论，将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结合来

我国新能源产业国际化发展的 SWOT 分析

———以光伏产业为例

□ 刘春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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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被分析对象的资源优势和缺陷， 了解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
从而在战略与战术两个层面加以调整，以达到被分析对象所要实

现的目标。

SWOT 分析方法不仅是企业战略的分析方法 , 也可应 用 于

产业、行业的战略决策分析。
本文利用 SWOT 分析方法对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国际化发

展情况及内部和外部条件分析。概括和总结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

国际化发展的优势、劣势及面临的机遇和威胁。 其中,优、劣势分

析主要是着眼于国内光伏产业的发展水平,而机会和威胁主要分

析当前光伏产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挑战及国际同行业发展趋

势，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及其他新兴产业在国际大环境下的发展提

供战略决策与规划的依据。

1．优势（S）
①自然资源。 我国的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全国 2/3 以上的

地区年辐射量大于 502 万千焦/平方米， 年日照时数超过 2000，
我国大陆表面每年接受的太阳能相当于 1700 亿吨标准煤。 如此

巨大的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没有上限的。我国太阳能资源分

布情况，见下表。

资料来源：①中国新能源网；②2010 中国能源发 展 报 告，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②人才与技术 我国拥有众多具有较高科研实力的高等院校

和科研院所，每年培养化工、能源等大量相关专业人才。 2009 年

我国普通高等院校理、工科研究生毕业合计 17.2 万人，其中博士

研究生 2.7 万人。 为新能源行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为

生产和技术发展奠定了人员基础。
③拥有一批先进骨干企业。虽然我国大多数太阳能光伏企业

是中小型企业,但也拥有一批为数不多,具有较高技术水平、较强

综合实力的企业,如无锡尚德、江苏林洋、 保定天威英利、南京中

电、常州天合、晶澳太阳能等。 其中，无锡尚德、江西赛维 LDK、苏

州阿特斯、江苏林洋海外上市。
2007 年，全球 16 大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无锡尚德排第 3，

台湾茂迪排第 6，保定天威英利排第 9。 其中，保定天威英利是世

界第 4 家、 国内最大的具备完整产业链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拥

有国内唯一的太阳能电池研发中心和国内首家国家级光伏技术

重点实验室。 另外，江西赛维 LDK 公司已建成多晶硅片 200MW
的生产能力，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多晶硅生产企业。这些光

伏生产制造企业已经取得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

果和核心产品 , 其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市场份

额。2009 年，我国太阳能光伏产品出口额达 154.4 亿美元, 同比增

长 147.75%。
2．劣势（W）
①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比相对落后 ,偏重扩大产能，轻科技

研发，存在技术瓶颈。 我国多晶硅生产企业大多采用改良的西门

子法，工艺水平低，缺乏金属引进渠道，国内研发实力相对薄弱，
尚未实现技术突破。同时由于技术落后，我国高纯多晶硅生产，能

耗高、成本高。 国际水平为 100～150kWh/kg，而我国生产多晶硅

的综合能耗为 150～250kWh/kg，几乎是国际水平的 2 倍。 各项物

耗指标也高于国际水平， 所以我国的生产成本远远高于国际水

平。
②处于国际光伏产业链的低端。虽然我国的光伏发电技术不

断进步,产品成本也逐渐下降 ,但是在我国还属于后发产业 ,从整

体水平来看,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整体上还落后于国际水平。 严

格意义来讲我国的光伏发电产业只能属于是一个加工产业,光伏

发电原材料 90%以上至今仍然需要进口, 90%以上太阳能产品出

口,企业拿到的只是 5%～6%加工费。因此，需要国内光伏生产制造

企业做大做强，实现产业链完整生产，这样才能提高在国际行业

中的发展地位。
3．机遇（O）
①为了使我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我国在国家战略层

面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有力地推动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明确提出国家将

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项目提供财政贴息支持或者税收优惠。这

些都为新能源产业，特别是光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良机。 从我国目前能源生产及能源消费的实际状况来看, 发展

新能源和高效节能技术及产品是保证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

措。 因此,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我国未来的能源发展

中国太阳能资源分布情况

类别 全年日照时数（小时） 年总辐射量（兆焦/m2） 相当于燃烧标准煤（千克） 主要地区

1 3200～3400 6680～8400 225～285
宁夏北部、甘肃北部、新疆东南部、青海西部、西藏

西部

2 3000～3200 5852～6680 200～225
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

海东部、西藏东南部和新疆南部

3 2200～3000 5016～5852 170～200
山 东、河 南、河 北 东 南 部、山 西 南 部、新 疆 北 部、吉

林、辽宁、云南、陕西北部、甘肃东南部、广东和福建

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北京

4 1400～2200 4190～5016 140～170
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广西、广东北部、陕西南部、

江苏和安徽南部、黑龙江

5 1000～1400 3344～4190 110～140 四川、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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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要求。

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尽快从金融危机的泥沼中走

出来，率先提出发展以可再生能源为首的高科技产业，形成了拉

动经济增长的新的增长极。 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内高效流动，美

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生产、研发、应用消费领域都走在了世界的

前面。在这个大环境下，我国应该利用自身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积

极加入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来，发挥后发优势，积极赶超。
传统能源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且传统能源的价格越来越

高，而光伏发电虽然处于发展初期，但它的优势是它是绿色环保

能源，对环境污染小，而且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世界光伏发

电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欧盟预计到 2020 年全球光伏发电市场将

增加 7000 万千瓦， 光伏发电将为非洲提供 30%的电力供应，为

OECD 国家提供 10%的电力供应。

4．威胁（T）
①国内同行业竞争激烈。 各省为了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都利用振兴政策，积极扶持本省的新能源企业，由于国内光伏企

业处于生产加工领域，进入技术门槛较低，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国内涌现出大量光伏生产企业。 2008 年，我国太阳能电池生产企

业就达到 62 家，组件企业 330 余家。其中既包括行业内重点大型

企业，也包括新上马的大规模企业。 这种低端的过热投资很容易

在短期内形成产能过剩，在行业内形成激烈的竞争，国内光伏产

业将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

②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不利于我国。光伏产业上游原料的技术

壁垒高,主要由美、日等发达国家控制,我国暂时无法突破相关技

术瓶颈。 目前国内光伏产品光伏转换率较低,电池效率、封装水平

同国外存在一定差距,造成我国电池组件成本较高、效率低，市场

竞争力低下。 国际多晶硅原料存在价格风险，我国光伏企业处于

产业链低端，收入只来源于加工生产费用，受价格波动影响很大。
三、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对策

1．加大政策扶持，鼓励多样化投资

政府选择若干技术实力和规模收益大的企业, 运用 R&D 资

助、财税优惠、出口补贴、“走出去”资助 ,外方优惠政策争取等措

施,积极推动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份额上升和竞争力的增强。
政府应加大对新能源产业的财政税收方面支持力度。加快新

能源产业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拓宽融资渠道,通过金融机构贷款、
股权融资、开发性金融等方式 ,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新能

源产业领域中来。 鼓励新能源企业之间，特别是产业链上下游之

间以各种形式进行资产重组和运营 , 加快新能源企业的资本扩

张。 鼓励和吸引国外资本投资到国内新能源领域,扩大直接利用

外资的规模和范围。

2．增加科研投入力度，加强紧缺技术研发人员的培养和引进

政府、科研机构、高校、企业都要积极参与和加大基础科学研

究力度， 由政府部门牵头加大技术攻关前沿项目的支持力度，设

立科研基金，提高科研人员进行技术研究的动力。通过多种形式，
不惜重金引进国际高水平人才， 加强行业间科技人员的交流学

习，重要的是派遣国内科技人员到国外深造，尽可能的学习和掌

握国外的先进技术。

3．站在战略高度处理好消费型国家和资源型国家的关系

产业链要全面协调发展，努力发展国内新能源的应用，使新

能源高科技福利泽被国内市场。提高技术水平，降低成本，使国内

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抢占消费型国家的市场，壮大

产业链下游优势；积极与新能源产业急需的资源丰富的资源型国

家建立战略发展关系，发展产业链上游，为国内市场提供稳定、长

期的原料来源。

4．新能源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通过 ODI 的形式，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

市场，规避国外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开发度，是既能吸收国外的先

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又能及时掌握外部信息的积极举措。 有利于

发展友好的贸易伙伴关系，加快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步伐，提升

我国新能源产品的知名度，发挥品牌效应。
光伏产品在生产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程度环境污

染。 所以，既要提高技术水平，降低污染，更重要的是利用国际市

场的资源环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把生产环节转移出去。 □

注：本文获 2011 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

（CUEB201051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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