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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我国光伏建筑一体化发展若干问题探析 

朱北仲，李晓龙 

(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洛阳 471023) 

摘 要：光伏建筑一体化有着未来广阔的市场领域，前景光明。因仍处于研发及试行应用阶段，其存在的问题主要 

表现为光伏建材缺少标准、施工技术不成熟、国家电网系统不支持、消费观念落后、缺少相关人才及政策不具体。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解决建议，以期对我国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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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Development of BIPV in China 

ZHU Bei-zhong，LI Xiao—long 

(Economics School，Henan University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23，China) 

Abstract：As the broadest PV manet，BIPV has a bright future．BIPV in Chma is still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ilot 

phase．The main problem is the less standard building materials，immatur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not supported the national 

grid system，the backward concept of consumption，absence of relevant personnel，and non—specific policy．Some measures 

are advanced in order to solve questions．Contribute the meager forces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BIPV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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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伏建筑一体化发展现状 

目前世界上传统的燃料能源正在一天天减少， 

而传统的燃料能源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也日益突出， 

同时全球还有 2O亿人得不到正常的能源供应，这个 

时候，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可再生能源，其中太 

阳能以其独有的优势而成为人们重视的焦点【”。丰富 

的太阳辐射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污染、 

廉价、人类能够自由利用的能源。 

光伏建筑一体化，是应用太阳能发电的一种新 

概念，这是将太阳能光伏发电方阵安装在建筑的围 

护结构外表面来提供电力。根据光伏方阵与建筑结 

合的方式不同，目前世界上把光伏建筑一体化分为 

2大类：①光伏方阵与建筑的结合。这种方式是将 

光伏方阵依附于建筑物上，建筑物作为光伏方阵载 

体，起支承作用；②光伏方阵与建筑的集成。这种 

方式是光伏组件以一种建筑材料的形式出现，光伏 

方阵成为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光电瓦屋顶、 

光电幕墙和光电采光顶等。在这 2种方式中，光伏 

方阵与建筑的结合是一种常用的形式，特别是与建 

筑屋面的结合。由于光伏方阵与建筑的结合不占用 

额外的地面空间，是光伏发电系统在城市中广泛应 

用的最佳安装方式，因而倍受关注。光伏方阵与建 

筑的集成是建筑光伏一体化的高级形式，它对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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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的要求较高。光伏组件不仅要满足光伏发电的 

功能要求，同时还要兼顾建筑的基本功能要求。光 

伏建筑一体化建设项目主要为用户设计和承建建筑 

附加光伏电站，设计和承建光伏一体化建筑，自行 

投资和建设光伏一体化建筑，并对其进行经营管理 

或处置等，这个市场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国际上对光伏建筑一体化进行研究是从 20世纪 

中叶开始的，技术上已比较成熟 ，目前正处于不断 

提高阶段，除了光电转换率的提高外，最大的研究 

点就是舒适与美观。作为光伏建筑一体化应用较好 

的日本不仅拥有多家世界顶尖的太阳能公司，为 50 

万户家庭安装了太阳能屋顶系统 ，同时光伏产业也 

完全具备了和其他电源竞争的能力【2】。发达国家由于 

对光伏建筑一体化研究比较早，技术比较先进，正 

在努力推进 “零能房屋”。我国作为光伏产业未来最 

广阔的市场从2l世纪初期正式起步，在一步步摸索 

的过程中具备了实践的基础，但是并没有进人民用 

阶段，主要应用在国家大型标志性建筑上，仍处于 

试点阶段，如鸟巢、水立方及世博会部分场馆[3]。建 

筑光伏一体化研究只是集中在院校与科研机构，而 

企业研究却缺乏明显的优势 (成本与效益不匹配)。 

但是，可以看出，我国快速发展建筑光伏一体化势 

头强劲，首先因为其良好的政策环境，光伏行业作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我国光伏行业正处于发展 

的初级阶段；其次其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随着技 

术一步步成熟 ，开发广阔的市场成为发展中最重要 

的突破点。 

2 我国光伏建筑一体化发展缓慢的原因 

2．1 技术不成熟 

1)建造成本高，使用不稳定。所谓的光伏建筑 
一 体化是将光伏发电系统集成在传统的建筑材料上， 

所实现的不只是光伏发电，它更是兼顾了建筑物的 

美观与舒适，整个系统比较复杂，造价较高。目前 

我国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实施只是在大企业大型项目 

上，民用成本较高，在科研技术方面还有待提升。 

由于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是刚发展起来的，其稳 

定性怎么样，这也是消费者质疑的一个方面。从目 

前情况看，太阳能光伏发电不稳定，受天气影响大， 

因此如何解决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波动性，如何储电 

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施工水平要求高。目前，光伏建筑一体化 

60％的成本来自于光伏电池组件，其余 40％的成本 

则来自组装、布线，对施工人员的要求特别高C4]。传 

统的砖瓦匠远远不能达到要求，必须进行一定的培 

训。 

2．2 国家电网系统不支持 

光伏发电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发电上网，这样， 

光伏建筑一体化不但可以满足自身的用电需求，还 

能够给国家电网输电，将自身消化不了的电能卖给 

国家，然后由国家统一卖给用电量高的企业或国家 

基础设施的自用，这样不但环保，重要的是可以通 

过输电收益达到收大于支的效果。但是，目前我国 

的并网系统是制约光伏发电大规模发展的高成本因 

素。虽然，目前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光伏并网系统还 

没有实现，但是，并网系统的实施只是时间的问题。 

2．3 群众消费观念有偏差 

光伏建筑一体化是一种长久性的投资，目前来 

看，它的发电成本比传统能源发电成本高，但是以 

长期来看，它的平均成本比传统电能便宜很多。不 

但如此，太阳能建筑有很大的溢出效应，从能源与 

环境的角度，我国的企业不能单单盯住经济成本， 

更应该注重社会成本。 

1)继续利用传统能源会造成传统能源的短缺， 

传统电能会越来越贵，随着能源的不断短缺，按现 

在的电价计算的可再生能源的平均价会更加划算。 

2)传统能源带来的另一个高成本因素是环境的 

治理成本，我们为了现在的经济发展，牺牲了未来 

的环境，未来的环境治理成本可能会远远高于我们 

现在的所谓的节约的成本，更严重的是 ，有些东西 
一

旦失去，很可能会回天无力。 

深层次来讲，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很多人不是 

没有消费能力，而是没有这种理性的、为全人类可 

持续发展考虑的健康的消费观念，想着有便宜的先 

用着，等技术发展了、价格便宜了再买不是更合适， 

因此应该在消费观念上进行适当的引导。 

2．4 人才缺位严重 

1)科研人才。日本发展光伏产业的经验，有一 

点值得借鉴，那就是注重人才的培养。一个产业的 

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日本政府对太阳 

能专业人才培养的高投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 

促进了光伏产业的发展，更减轻了就业压力。而我 

国光伏产业虽然从业者众，但真正高端领军人物屈 

指可数，许多光伏从业人员缺乏基础的光伏知 。 

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没有培养光伏人才的相应专业， 

目前高端的光伏从业人员多是来自集成电路行业。 

2)建筑人才。光伏建筑一体化对施工人才也有 
一 定的要求，只熟悉传统建筑的砖瓦匠的技术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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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符合如今光伏建筑施工的要求，对这种新流 

行的建筑方式，传统砖瓦匠可能需要一定时间的技 

能培训，同时，它对施工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能不但是要一个砖瓦匠，更重要的是要具有一定 

的审美、结构、性能辨别能力，到时候房子不单单 

是一个小屋，更是一件艺术品。当然未来的趋势有 

可能是在大工厂由专业人士或是流水化制作造好房 

子，然后通过交通工具直接运送到需要的地方 ，这 

样不但可以避免偷工减料，更能减少成本、提高质 

量。 

2．5 政府扶持力度不足 

1)资金不充分。我国光伏产业仍然处于发展的 

初期阶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光伏产业在初 

期阶段都是借助国家的政策，随着国家的不断投人， 

光伏技术不断成熟，必备的并网系统已经建成，大 

多数企业可以自负盈亏的时候，政府开始放手，实 

行市场化操作，通过优胜劣汰机制使市场具有规模 

效应。我省虽然一直都在对光伏行业进行补助，但 

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努力。 

2)政策不具体。目前国家的政策只是笼统地发 

展光伏产业，对具体哪个环节多少扶持比例没有明 

确的说明，这很容易}H现寻租现象，其实，在光伏 

产业的某些环节是不需要政府扶持就可以自负盈亏 

的，但是，由于存在政策漏洞，往往造成资金的不 

合理流向。 

3 解决的办法 

3．1 技术研发 

技术开发是任何产品处于不败之地的利器。光 

伏建筑一体化不光是对光伏组件有特殊要求，关键 

是在建筑与安装方面都要满足建筑要求，针对我国 

光伏建筑一体化的现状，具体的研发可以从2个方 

面人手：①光伏建材的研发。在光伏建筑一体化中， 

光伏建材是最重要的环节，它区别于传统的将光伏 

组件覆盖到传统建材上 ，而是采用新材料将光伏原 

件集成到建材上，不仅可以进行光伏发电，而且兼 

顾美观、环保、安全等用途，当然，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能力的提升，人们对产品质量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所以应加强对光伏建筑一 

体化质量的把关；②建筑水平的提升。光伏建筑一 

体化不像传统建筑，它涉及到布线、给排水、管道 

铺设等系统性工程，这对施工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建筑工人要掌握更多的知识与技巧 (如色彩、 

结构和比例等)，在推广的初期，建议精工出细活。 

3．2 加强教育和品牌宣传 

培育一种健康的消费理念，光伏建筑一体化不 

仅节能、环保，其独特的美观和舒适度也是传统建 

筑所无法比拟的。在如今人们普遍追求生活质量的 

时代，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卖点很多，由此可见，做 

好营销工作其实有时候不仅仅是 自利 ，也是一种利 

人，更加是一种责任。 

塑造一种文化氛围，可以将新能源的利用冠以 

时尚或前卫的标志。与很多高科技产品类似，在发 

展的初期，由于技术、成本等因素，刚开始使用都 

会比较昂贵，在一部分人开始使用、口碑相传以后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从而使该行业得以加强研 

发、降低成本，最终普及。 

所以，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营销策划， 

加强 “绿色建筑”概念的宣传，增加建筑物的社会 

价值和环境效应，从长期投资的角度弱化成本制约 

因素 (当然随着并网系统的建立，光电成本将会快 

速下降)。 

3．3 制定产学研的人才培养及储备机制 

光伏建筑一体化在我省仍处于起步阶段，企业 

应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为光 

伏建筑一体化的大力发展储备资源，对有这方面才 

能的人应重点培养，在人学初期就进行定向培养， 

接受理论知识的同时进行实践操作，真正做到学以 

致用。如此，不但解决了企业找不到合适人才的问 

题 ，同时也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当然，在 

发展的初期，应加强对优秀人才的引进，目前国外 

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发展及应用已经渐人正轨，所以 

我省在开拓光伏建筑一体化市场的同时要利用更加 

有诱惑力的条件及氛围吸收行业能人。 

对现有的建筑行业人才进行培养，加强其对光 

伏建筑一体化的总体认知，有意识地进行学习与提 

升，对不同工种设定相应的准人资格，一方面规范行 

业准则，另一方面提升消费者对这一新产品的信心。 

3．4 积极推行并网系统 

光电上网是降低成本的最重要因素，当然，目 

前并网系统的推行存在诸多的困难，这一方面我们 

可以积极借鉴德国的 《J二网电价法》，实施 《J二网电 

价法》不但可以收回成本、获取利润，重要的是可 

以让光伏发电进入市场，用市场机制进行优胜劣汰， 

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升质量、提高收益的效果。 

3．5 具体化政府政策 

我国在光伏行业的扶持政策着实不少，但是使 

用效率似乎不高，在政策扶持尤其是资金扶持的时 

(下转第 12页) 
万方数据



· 12· 能源研 究与管理 2011(4) 综合论述 

成熟之外，生物质能产业还面临着产业链不通畅的 

困境。从其原料的提供、能源的生产到其销售，生 

物质能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之间还存在着诸多的问 

题[13】。在能源植物的生产中栽培、种植、管理、采 

集 、运输、生产等许多环节中都缺乏有效的组织与 

管理，这使得能源植物损耗较大，从而最终所带来 

的利益就大大地减少了；而当生产企业周围没有足 

够的原料供应时，原料的收购所耗费人力、物力不 

断的增加，所带来生产成本就会相应的增加；而在 

缺乏相关标准和系统支持等等条件因素的影响下， 

给生物质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51。 

根据中国的国情及生物质能源开发技术的特点 

笔者提出以下4个建议： 

1)加强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降低生物质能源 

开发和利用成本，使其有计划有效率的进行实施展 

开，从中央有序的扩散到地方，进一步巩固对生物 

质能源发展的支持和建设。 

2)加大国家对其科研经费投入。提高实验仪器 

的精确度，以便攻克对生物质能源转化技术难关， 

作物的生产能力及其产业技术，并增加对地方运营 

建设的投入，为产业链注入活力，使各个环节畅通 

无阻，确保生物质能的研发和商业化规范有序。 

3)加大科研力度。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 ， 

加强国际交流，增加项目的投资以及人才的培养。 

并研发更为高效利用生物质原材料，降低成本，提 

高收益。 

4)建立良好的信息交流平台。使其的服务面更 

广信息交流更便捷，同时有利于推广最新生物质能 

源研究进展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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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应将政策具体化，比如2011年度有多少资金扶 

助光伏企业，要将固定比例的资金具体到产业链的 

各个环节，当然，对具体的企业也要有一定的规定， 

对于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 (尽管其产品处于应扶持 

的产业链环节上)不但不能给予资金扶持，更要及 

时处理。政府政策只有具体化以后才能够最大的效 

果 ，而对具有产业链的某些环节具有核心技术及创 

新能力的企业可以特别扶持，旨在为我国光伏行业 

寻找在全球光伏行业中合适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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