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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光伏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韩子睿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江苏 南京 210008) 

摘 要：光伏产业是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加快光伏产业发展是江苏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 内生增长创新驱动道 

路的重要内容。江苏本文总结归纳了江苏2010年光伏产业发展总体情况和运行特点，分析目前江苏光伏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瓶颈，研 

究提出扶持和引导光伏产业发展的模式和思路，为政府研究光伏产业发展战略和战略部署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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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4年，是江苏光伏产业快速起步期，主要是诞生了 

常州天合首家光伏企业、成立了无锡尚德、南京中电等数十家公 

司，太阳电池产量和产能快速增长，2005年底总产量和总产能跃 

居中国第一。2010年以来，江苏光伏产业增长速度持续加快，技 

术水平显著提升，工程应用力度加大，呈现出新一轮快速发展态 

势，光伏产业发展举世瞩目，形成了 “全国光伏看江苏”的格局。 

1江苏光伏产业发展概况 

1．1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江苏光伏产业多项技术指标保持世界先进水平，无锡尚德自 

主研发的冥王星单晶硅电池光电转换效率已达到 19％，电池转换 

效率位居世界第一，徐州中能多晶硅生产成本降到了国际领先的 

3O美元，公斤，光伏核心装备气相沉积设备、高温扩散炉等实现 

自主制造，光伏产业装备国产化率已达 70％，初步构建了多晶 

硅一单晶硅一硅片一电池一组件一系统的完整产业链。 

1．2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2002 2007年江苏太阳能电池产量增长了500多倍，2008年 

太阳电池总产量为 1580MW，产值 780亿元，占全国的70％、占 

世界的 20％。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 

半年，江苏光伏产业增速有所放缓，2009年第四季度起开始回 

升。2010年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全省光伏产业实现产值 1988 

亿元，同比增长 81％；产能占全国1／4，晶硅电池产量占全国55％ 

以上 。 

1．3骨干企业不断壮大。 

2006年至目前，是江苏光伏产业爆发式增长期，主要是在无 

锡尚德成功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一光伏产业发展中的里程碑事 
件影响下，苏南、苏中、苏北光伏企业竞相发展、产业链上中下 

游齐头并进的格局迅速形成，太阳电池总产量与总产能均呈几何 

级数增长。2010年无锡尚德、常州天合、南通林洋出1：3同比增长 

分别达 I12％、364％、189％，主要骨干企业产值平均提升了50％ 

左右。目前 全省光伏产业企业超过600家，从业人员 12万人， 

年销售收入过 10亿元有26家，超50亿元有 3家，超 100亿元有 

1家，超 200亿元有 1家。全省有 8家企业在海外上市，销售排 

名全球前 20强中江苏有 5家，形成了独特的 “江苏太阳能海外板 

块”现象。 

1．4工程应用步伐日益加快。 

南京、无锡、扬州、盐城等地23个太阳能项目获得国家 “阳 

光屋顶计划”，2010年底省内建成 57MW光伏电站。国际工程承 

包能力快速提升，尚德中标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泰国曼谷34．5MW 

太阳能电站；南京辉伦为捷克一家光伏电站提供全部组件 35MW， 

是迄今为止全球第五大单体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泰州中盛开发 

太阳能巡日发电系统，太阳能发电效率提高40％以上，成为全球 

光伏电站总承包知名企业。 

2江苏光伏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光伏产业过于依赖国外市场。 
经过几年的发展，江苏的高纯硅提纯的企业投产的比较多， 

改良西门子法的工艺也已基本掌握，国产的高纯硅的产量急剧提 

升，2009年江苏的多晶硅材料主要供应国内企业，已能满足我国 

和江苏的晶硅电池所需要的高纯硅大约一半的需要。但从2009年 

上半年的数据来看，江苏的高纯硅的产量远远满足不了江苏晶硅 

电池产量的需要，2009年上半年实际产量2532．04吨，缺1：3达到 

5000吨，大约有2／3的高纯硅仍然需要从省外或国外进口。从江 

苏的发展规划来讲，在近2 3年内，晶硅材料的短缺依然是困扰 

江苏光伏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2009年我国和江苏开始出台 
一 系列政策，扶持光伏并网发电，我国和江苏的光伏并网发电规 

模大幅度上升，预计2010年，高纯硅依赖进口的局面会进一步改 

变，但是98％以上的太阳能电池仍然用于出口，光伏产业发展高 

度依赖国际市场，一旦国际市场有变，将面临较大风险。 

2．2部分光伏企业面临困境。 
一 是受西班牙市场动荡以及欧元汇率下跌影响，部分以欧洲 

市场为主，以欧元结算的企业损失巨大。二是多晶硅价格的快速 

下跌也给上游企业以及原料库存过大的企业带来了很大负担，多 

晶硅原料价格已从最高每公斤500美元下降到80美元以下；三是 

不少在建项目和规划项目压力增大，新投资和企业扩张趋于谨慎， 

普遍处于减缓或观望状态。 

2．3系统集成技术和关键设备技术急待创新。 

系统集成和安装工程技术是江苏光伏产业链中较为薄弱的环 

节，急需在光伏系统优化设计与配置技术、跟踪系统技术 (单轴 

系统、双轴系统)、发电系统平衡技术、伺服系统技术及光伏电站 

并网安装技术等方面取得突破和经验。由于一直没有掌握真正核 

心的多晶硅生产技术，我国多晶硅生产能耗和成本较高，成为太 

阳能光伏产业发展中的一道 “硬伤”。江苏光伏产品生产的关键设 

备绝大部分来自国外供应商，进口设备费用约占江苏光伏生产企 

业总设备费的80％。我国当前多晶硅行业大型企业的多晶硅生产 

成本约为 35 50美元 ，千克，少数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高达 70～80 

美元／千克，而国际7大厂商生产成本最低可以控制在 15～20美 

元／千克。一旦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海外7大集团集体降价，我 

国现有的多晶硅生产企业将面临巨额亏损。经过多年发展，部分 

设备实现了国产化，但设备质量、性能及技术标准与国外同类产 

品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加大科技攻关，推进国产化和本土化生产 

进程。值得一提的是，在单晶炉方面江苏主要使用国产设备，国 

产率占95％。 

2-4共性创新平台缺位。 

从国外光伏技术开发的实践来看，光伏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光 

伏产业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已形成由政府服务机构、行业协会、 

产业联盟和专业化服务机构组成的完整的公共服务体系，服务领 

域涉及光伏行业标准制定与共性技术研发、光伏产业各环节实验 

测试平台等各方面。目前，江苏光伏产业缺乏公共服务平台，如 

检测服务、共性技术服务 、知识产权服务、人才培训服务和推广 

应用服务等方面，造成各企业根据自身产品进行相关实验室的重 

复建设，缺乏资源共享与互动性。在光伏领域应用基础性研究和 

前瞻性研究缺乏创新性。 

2．5光伏技术人才依然不足。 

江苏是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优势的省份，拥有众多国家 

“985”和 “2l1”高等院校，光伏产业具有良好的产业和研究基 

础。在半导体材料研究方面，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具有很强的实力；在薄膜电池的研究方面，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均有一定实力，东南大学光电子实验室是全 

国重点实验室，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在与建筑结合的城市太阳能并 

网发电系统方面也具有很强的实力。然而， 江苏的光伏技术人才 

在国内外均不具有优势。目前，江苏内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晶硅 

电池和薄膜电池科学研究方面在国内不具备一流水平，滞后于江 

苏光伏产业迅猛发展的客观现实。在光伏技术人才培养方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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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二流院校或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还没有任何国家级的 “985”和 
“21 1”高校设置光伏技术专业，开设光伏技术应用课程，这与江 

苏光伏产业的迅速发展极不相称。 

3加快江苏光伏产业发展的建议 

3．1加快出台上网电价法 ，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 

参照德国光伏市场的发展经验，出台上网电价法是最好的鼓 

励和支持办法。在 《』二网电价、法》中规定较为合理的上网电价， 

明确操作程序和操作办法， 使光伏电站投资者有一定的投资收益， 

有利于调动社会资金投资的积极性。同时，上网电价是唯一的考 

核和结算指标，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强。应当在可再生能源法中 

对光伏并网发电的电价补贴建立相应的基金，国家统一每年在电 

价中提纯5厘，允许各地政府再提纯5厘，用于光伏并网发电的 

电价补贴。按照江苏省 2008年全社会用电量为 3118．32亿千瓦时 

计算，可以获取31亿元的基金，按照 2009年江苏省提出的目标 

L网电价 ，这笔钱，可以补贴约 8．4亿千瓦时，如果按照分十年 

进行补贴的模式 ，这笔钱每年可以补贴 0．84亿千瓦时，按照江苏 

地区平均有效 日照 1100小时计算 ，每年可以装机约 76MW，即江 

苏地区光伏 电池的每年产量的 5％左右在本土，而不必外销 ，同 

时，可以大大推进江苏能源结构的调整和环境品质的优化。 

3．2加强光伏产业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要加大光伏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加速突破制约光伏产业发 

展的天键技术 ，提升江苏光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由于光伏技术 

的研究开发投入大、剧期 K，为提高效率，要采取引进技术和自 

主研发相结合的战略。 一方面，国外基本成熟的技术，可以通过 

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根据江苏的资源特点进行再改进，逐步掌握 

核心技术；另一方面，具有江苏特色的光伏技术要坚持 A主开发。 

要加强前沿技术研究和基础科学研究，重点突破太阳能电池技术、 

逆变器技术 、光伏控制技术、并网技术中制约光伏应用和产业发 

展的关键性技术，为江苏光伏提供持续的竞争力。 

3．3加快光伏技术产业化和装备制造能力的发展。 

进⋯步推进汀苏光伏科研成果的转化，在江苏省高新技术产 

业化和重大装备扶持项目中要尽可能地安排光伏专项，大力扶持 

技术的产、 化和装备制造。同时，有目标地安排技术的产业化和 

装备制造为新能源技术和产品进入市场创造条件。集中一定财力 

重点支持新能源领域关键 、核 i5技术和基础性 、前沿性的研发， 

也可通过招标形式调动产学研各方面的力量攻关新能源关键技术； 

Lj先进国家签订光伏技术交流与合作协定，对光伏技术的引进实 

行进 口税减免，从而提升江苏省光伏产业 自主创新能力 ，为将来 

抢占市场创造有利条件。抓好光伏相关产品质量的标准化 、系列 

化和通用化，组织专业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扩大市场销路， 

3．4组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加快重大技术突破。 

加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设立江苏光伏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 ，解决光伏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和关键设备的 

国产化 ，克服光伏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并逐步形成我国在光伏 

产业的自主知识产权，进一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企业应更专注 

于产品的价值和质量，继续增大研发投资以实现技术进步，降低 

运营成本。不能通过依赖价格下降从而达到增加市场份额的目的。 

依托有一定摹础的高校院所和企业研发机构 ，在省内重点扶植 l0 

个左有的科技创新平台和和光伏产业技术联盟。 

3．5培育尼头企业，打造国际知名品牌。 

从2009年国际光伏产品市场看，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关系在 

转变，竞争越来越激烈，国际化大型企业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竞 

争优势。无锡尚德、常州天合、常熟阿特斯等大公司在金融危机 
中产品销售渠道依然畅通，且价格相对较高，充分显示了品牌效 

应 江苏光伏产业配套基础好，产业链完整，具有雄厚的技术和 

经济实力。要着力培养和扶植几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 

对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有资源条件的、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企业 

实行重点支持，建设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光伏产业群，打造国际 

知名产li}I品牌，带动产业群的共同发展，提升光伏产品的国际、 

国内竞争力。通过政策扶植和价格杠杆，鼓励企业兼并做大做 

3．6支持和帮助企业开拓光伏产品市场。 

江苏光伏产业要做大做强最大的问题是产品销售市场和J 

应用。我们一方面要组织研究国外光伏市场、政策以及准入f一 

为企业服务 ，积极鼓励企业探索新的生产管理和销售模式， 

突破国际贸易保护壁垒，在保住既有市场的情况下，大力开一 

美、东南亚等国外新兴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要特别重视挖掘 

产业的国内市场需求，比照首台 (套)设备政策，将光伏新J 

纳入政府采购优先目录，并对采用新产品的项目给予贴息或卒I 

此外，我国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光照资源，是理想的地面电 

设地，要积极参与国内兄弟省区光伏建设，重点支持江苏企， 

西部地区投资建设光伏发电项目。 

3．7注重高端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培养人才、稳定队伍是江苏光伏产业发展的人力基础。 

江苏的光伏产业技术人才结构不合理 ，高端人才较少，知识 

老化严重 ，且数量不足，不能适应江苏光伏产业跨越式发展I 

求。一一方面 ，要加快引进人才 ，稳定现有人才队伍； 一 

还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改善人才成长环境。要与本省的主 

专院校建立， 泛联系，在高校增设光伏 专业，鼓励企业参 

技术教育培养体系的建设 ，有3-t-J~d培养光伏专业人才．．支持 

引进国外智力和光伏技术研发机构，对于光伏技术高端人 

队的引进可以给予 一定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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