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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投资风险及对策分析

朱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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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不可再生能源的日趋枯竭，在世界各国产业政策的积极扶持下，太阳能光伏产业作为新能源领域开

发利用的佼佼者近年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本文以这一新兴的朝阳产业为研究对象，根据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现状。结

合太阳能光伏产业结构及特征研究。分析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投资面临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及政策环境风

险。探讨该产业的发展前景，挖掘产业投资机会，并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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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现状

大力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我国优化能源

结构，改善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

施之一。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作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行

业中的佼佼者，近年来在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光伏市场

的推动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在传统能源供应日

益紧张、价格飞涨的今天，各个国家已经逐步意识到太阳

能光伏发电具备永不枯竭、清洁、免维护等多种优势，该

产业是世界能源领域的朝阳行业，是未来能源发展的主要

方向。该行业今后的大发展必然引领一场新能源开发利用

的革命，从而彻底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我国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迅

速发展的过程。2000年以后，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

的平均年增长率超过40％。2001年，我国光伏电池产量

仅3兆瓦，2007年已达到2000兆瓦，居世界第一。6年

增长了600多倍，行业内涌现出了无锡尚德、天威保变等

一批龙头企业。目前我国的光伏产业链中，太阳能电池产

量已占到世界总产量的30％。

国际和国内资本市场的火暴，引发了国内空前的投资

热潮，大量的民营企业、国有控股集团从传统行业中转

型，以及私人投资、风险投资等各种投资主体，不顾自身

的行业背景和经验等条件约束，纷纷加入。大规模的盲目

投资促成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表象繁荣，产业的进一步

发展还面临着技术、市场、管理和环境等众多风险却被普

遍忽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近年来快

速发展的太阳能光伏产业潜在的危机日益凸显。当国外市

场需求出现萎缩，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由于缺乏

核心技术的支撑，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陷入瓶颈。

2太阳能光伏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从目前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市场特点、产业链

特点和产业集群分布上看，其投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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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风险

目前，由于国内没有掌握提纯技术，我国太阳能光伏

产业发展所需的上游原料主要依赖国际供应。国内多晶硅

生产除了中硅公司等在自主研发外，还有一些厂家利用俄

罗斯的多晶硅提纯技术，但这些技术与国际先进的技术相

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还无法彻底解决高能耗和尾气处理

问题。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多晶硅生产企业都采用闭环

改良西门子法生产多晶硅，这种技术基本上可满足环保要

求，但是发达国家对我国采取了技术封锁，这个技术在我

国还是一个空白领域。此外，企业一旦管理不善，还会造

成有毒气体泄漏，发生爆炸事件，这也给很多技术不成熟

的企业埋下了安全隐患。

技术差距还将直接导致生产成本的提高。在中国提纯

单位多晶硅的耗电量是国际厂商的两倍以上。从企业角度

看，硅料项目的高风险还体现在投资巨大且项目建设及回

收周期长等方面。通常一个硅料项目的建设周期长达2

年，而要完全达产则需要4—5年时间。国内光伏发电技

术的不成熟，使光电转换效率尚未达到将光伏发电成本与

传统发电成本拉平或接近的程度，一般光伏发电成本在

1．5元左右，与传统发电o．43元的上网电价存在较大的

差距，也阻碍了国内光伏发电进入商业运营。

(2)市场风险

国内外市场容量限制也使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面临瓶

颈。以产业链上游原料多晶硅为例，多晶硅作为太阳能产

业发展所需要的重要工业原料，在我国市场上长期处于供

不应求的局面。价格也从最初的20美元／公斤一度飙升到

了4册美元／公斤。受暴利诱惑，国内企业对多晶硅的投

资猛增。截至2009年上半年，四川、河南、江苏、云南

等20多个省有近50家公司正在建设、扩建和筹建多晶硅

生产线，总建设规模逾17万吨，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

倘若这些产能全部实现，相当于全球多晶硅年需求量的两

倍以上。虽然国内新能源的供给很大，但国内市场需求量

却相对较小，目前大部分产能依赖出口，占比高达40％一

50％。以光伏电池为例，2008年我国总产量达230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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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瓦)，其中97％的产品出口国外，出口总额超过100

亿美元。

国际上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多晶硅生产国都对多

晶硅生产实行了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国内上马的众多多

晶硅项目，实际上都是低水平重复建设，由此导致国内市

场无序的价格战和恶性竞争不可避免。在国际贸易摩擦日

益激烈的今天，国外市场的任何波动，如通过行业政策或

严格的市场准人资质来设置门槛，也会使投资者面临巨大

的国际市场风险。

(3)管理风险

多晶硅光伏电池产品产业链较长，而多晶硅的生产位

于产业链的上游，由于技术限制，其产量供应控制在国外

少数几个厂家手中。话语权的缺失增加了管理者决策的主

观臆测性和管理风险。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从原料、设

备、人力、经费等的投入到产品的形成，可能遇到的风险

还包括：原材料缺乏或价格上扬；生产设备提前报废；对

生产技术人员的培训及其对技术掌握初期估计不足；生产

经费投入不足；成品的报废率过高；水、电、煤等能源的

供应问题等。

随着光伏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在原材料价格不断上

涨的情况下以低成本锁定材料的长期供应，在国际、国内

竞争不断加剧的市场环境中打开和保持领先的市场地位，

在不断扩张产能的前提下保证设备开工率，这就要求国内

太阳能光伏产业建设具备一支过硬的管理队伍，确保科技

研发，保证技术不断进步，保证扩张经营中资金链不断裂。

(4)政策环境风险

目前在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尚未得到普遍应用，

在鼓励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中也并没有明确

国家具体推行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的具体时间、要求和优

惠条款。2009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风

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出现重复建设倾向，这是多年来中

央首次就一贯支持的新能源产业发出产能过剩的警示信

号。此后，国家环保部和国家发改委先后发文限制多晶硅

进口。国内市场尚未大幅启动，对国外市场的过分依赖必

然受到国际间政治因素的影响制约。如2008年受金融危

机影响，欧洲各国相继调减了光伏补贴计划，严重影响了

欧洲企业的发展。2008年，占全球市场l／6份额的西班

牙一年安装了250万千瓦光伏电池，超过日本政府的10

年阳光计划，而2009年西班牙安装的光伏电池缩减到了

50万千瓦。在外需明显不足的同时，欧美抵制中国低价

产品倾销的声浪却从轮胎行业蔓延至新能源领域。近期，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德国Q—cells、美国sun—

Power等大厂，陆续向当地政府呼吁，重视中国太阳能企

业“低价抢单”的状况，希望官方采取保护措施。国内

外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给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的发

展又带来巨大的市场风险。

3太阳能光伏产业投资的发展前景及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我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的速

度过快与政策配套、技术进步和内部需求的矛盾正日益凸

显和激化。虽然从2008年四季度以来，全球太阳能光伏

企业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陷入了业绩大幅下滑的窘

境。但从根本上来讲，多晶硅价格的“过山车式”波动

源于太阳能光伏产业的过度投资。从长期来看，太阳能光

伏产业的泡沫被挤压有助于产业长期健康发展。

我国近期陆续出台了《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

划》、《关于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实施意见》、

《太阳能光电建设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暂行办法》

等相关政策，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法》、新能源振

兴规划等政策也正在积极制定中。一系列政策的导向性作

用将有助于促进太阳能光伏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首先，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政策将逐步激活内需市

场。国内太阳能光伏市场需求能否启动取决于成本。目前

太阳能发电成本依然在2形度以上，大大高于常规火电、
水电的成本，也无法和风电、核电竞争。近期的“太阳

能屋顶计划”将中等以上规模的太阳能光伏项目纳入补

贴范围，单项工程应用太阳能光电产品装机容量应不小于

50kWp；目前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约为30一40元／Wp，

计划补贴加元／wp，相当于成本的50％以上，发电单位

成本可有效降至1形度电左右。可以预见，受相关政策
的刺激。国内太阳能光伏市场将逐步启动。

其次，低成本仍是未来5年太阳能光伏产业的主要策

略。我国目前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比重仍相对偏低，未来5年

太阳能光伏产业投资策略应该由产能扩充转移至各项技术的

成本竞争，资金实力足、整合度高、管理能力强的企业才有

机会存活。在次世代的光伏技术威胁下，晶体硅电池上下游

产业链的整合力度将进一步强化。另外，根据我国的国情与

消费习惯，各类低成本的光伏技术都将有其应用市场。

最后，从长远看，核心技术仍然是发展的关键要素。

核心技术的进步可以推动企业成本不断降低，核心技术的

掌握还决定着产品的性能和定价权。过去几年，我国的太

阳能电池行业和中国某些行业的经历一样，也在充当着代

工的角色：一方面，国内太阳能企业高价进口多晶硅等原

材料；另一方面，生产出的太阳能电池大部分平价销往国

外。这使得国内太阳能电池的生产利润越来越薄，耗费国

内能源和人力只能换取到微薄的代工费。长远来看，掌握

核心技术是未来太阳能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从

投资角度看，应该密切关注创新能力强、有望在核心技术

上取得突破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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