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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上半月）光伏行业热点评析 

 

概述：5 月上半月，意大利光伏政策最终尘埃落定，不过较为有限的利好也并为当即凸

显。市场层面景气度不仅未有回升迹象，反而有持续下滑趋势。研究机构 EnergyTrend 的调

查数据显示，期内电池平均成交价逐步接近甚至跌破 1 美元/瓦的关卡，而上游多晶硅、硅

片等环节价格也抵不住压力而持续下滑，以致部分厂商不得已用减产等措施来应对。而在此

背景下，全球光伏行业的整体运行自然不乏焦点。 

 

首先 5 月初有消息称：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正计划开展一次全国光伏产业质量抽查，对产

业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整顿。而中国官方即将在太阳能光伏领域展开的这次整顿，其影响俨

然已经超越了国界的范围，法新社、英国金融时报等欧洲主流媒体纷纷予以高度关注。 

 

其次，期内美国能源部向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的子公司 Cogentrix Energy L.L.C.

提供一项金额为$9060 万的有条件贷款担保承诺，用于在科罗拉多州建设世界上最大的聚光

太阳能光伏电站。这一点其实就是 2011 年以来美国光伏政策持续“给力”的最大表现。 

 

再次，在公司层面，保利协鑫签订该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太阳能设备订单，以及 First 

Solar 联手中电投的动作，都凸显了全球光伏产业中“强者愈强”的趋势。 

 

最后，市场调研机构 IMS“光伏组件出货量两年来首次下跌”的最新报告，则恰如其分

地反映了全球光伏产业 2011 年以来并不怎么景气的整体状况。而日本首相菅直人关于调整

核电发展计划、重点研究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发展的表态，则是日本核危机效应的进一步

延续。 

 

 

 

１、 质量良莠不齐 光伏行业遭整顿 

 

5 月 3 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正计划开展一次全国光伏产业质量抽查，

对我国光伏产业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整顿。其直接原因在于，随着近年来光伏产业的快速发

展，很多缺少技术经验的企业参与进来，其产品质量难以保证，遭到国外客户退货和投诉，

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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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week Solar 视界》简评： 纵观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历程，你不能不说这是又一个

“中国速度”的代名词。不到十年时间，光伏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据半壁江山；无锡尚德、英

利绿色能源、赛维 LDK、天合光能等企业一跃而成为明星企业和市场的主导力量……这些足

以概括中国光伏产业骄人的成长速度，但这并不是中国光伏产业过去十年的全部。 

 

两头在外、产业结构畸形、整体发展水平低下，或许是中国光伏产业被最多提及的弊病

之所在。殊不知在这些表面上、看得见的弊病背后，产品质量不过关的深层次问题，却在一

个基本没有制约的环境中大肆蔓延。 

 

全球光伏产业在接下来的十年，或许还会呈现高速的增长态势，但主导产业发展的核心

因素势必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也许，这些因素并无法在当下全部给出，但从“规模制胜”到

“质量制胜”这一点应该毋庸臵疑，因为这在几乎所有相对成熟的产业发展历程中已经得到

了验证。 

 

很客观来讲，“国家质检总局正计划开展一次全国光伏产业质量抽查，对产业存在的质

量问题进行整顿”这一点，对处于成长关键期的中国光伏产业来讲确实很关键。不过要说这

种调查能够起到多少实质性的作用，想必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要阻止“温水煮青蛙”

这样的事情持续发展，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意识的转变，对于中国光伏产业而言当然也是如此。

在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面前，并不奢望你在短期内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对策，只要

意识到这一点并逐步去改善，“青蛙”终有被解救出来的那一天！ 

 

查看新闻详情：光伏产业:质量提升任重道远 

 

2、Cogentrix 的聚光光伏项目获得美国能源部$9060 万的贷款担保 

 

美国能源部向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的子公司 Cogentrix Energy L.L.C.提供一项金额

为$9060 万的有条件贷款担保承诺，用于在科罗拉多州建设世界上最大的聚光太阳能光伏电

站。 

 

《OFweek Solar 视界》简评：由于包括欧洲、中国等核心地带，以及新兴市场印度在

内的区域光伏产业景气度持续下滑，因此也有了 2011 年一季度全球光伏产业再遇“寒冬”

的判断。或许从整体上来看，这种判断并无异议，但“寒冬”却并非是 2011 年一季度全球

光伏产业的全部，至少在美国，光伏产业有点“风景这边独好”的味道。而这其中最重要的

因素，自然非政策莫属。 

 

2010年12月17日，美国国会审议通过的延长减税法案由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签署生效。

根据该法案，美国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1603 计划，即“使用现金补贴替代投资税

收减免”政策将延长实施一年。该计划是由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制定的，目的是为了给予

商业太阳能安装 30%的投资赋税优惠（ITC）。 

 

以上政策应该是 2011 年一季度美国光伏市场保持平稳增长的最关键因素，但除此之外，

美国能源部等机构从各个方面积极行动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其中“提供贷款担保，为光伏电

http://solar.ofweek.com/2011-05/ART-260006-8500-28466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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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投资者的融资提供帮助”这一点应该是成效最为显著的。 

 

1 月 20 日，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宣布为 Agua Caliente 太阳能项目提供 9.67 亿美元的

贷款担保。该项目位于亚利桑那州尤马县（Yuma County, Arizona），将建立一个 29 万千瓦

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站。至此开始，在整个 2011 年一季度，甚至持续至 5 月份，有关美国能

源部为光伏电站提供贷款担保的消息称得上是不绝于耳。而 Cogentrix 的聚光光伏项目获得

美国能源部 9060 万美元贷款担保的消息，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查看新闻详情：2011 年一季度美国光伏产业观察 

 

3、保利协鑫逆势扩产 获其史上最大太阳能设备订单 

 

5 月 9 日，光伏设备供应商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宣布，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下称

“保利协鑫”)向应用材料公司购买了 HTC-B5 线锯设备，该订单的硅片产能超过 2.5GW，

这是该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太阳能设备订单。 

 

《OFweek Solar 视界》简评：自 2009 年中期完成“身份转换”之后，保利协鑫在光伏

领域的发展势头，称得上又一个“中国奇迹”。而业绩和扩产的相互支撑则是其中最关键的

因素。 

 

2010 年保利协鑫实现营收 184.7 亿港元，较 2009 年同期的 49.4 亿港元增长 274%，期

内成功转亏为盈，净利润达 40.2 亿港元。而与这种良好业绩相匹配的是期内保利协鑫一跃

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硅片生产商和硅材料供货商。截至 2010 年 11 月底，保利协鑫的硅片年

产能达到 3.5 吉瓦，多晶硅年产能已达到 2.1 万吨。 

 

进入 2011 年，这种状况依然在延续。在全球光伏产业整体景气度低迷的情况下，多数

企业一季度业绩纷纷下滑，但保利协鑫光伏业务依然称得上节节向上。期内保利协鑫多晶硅

产量为 5927 公吨，比 2010 年同期的 3112 公吨增加了 90.5%，比 2010 年第四季度的 5754

公吨相比增加了 3%。 

 

而正是在业绩持续向好的推动下，保利协鑫光伏领域的扩产进程进一步加快。与美国应

用材料公司签署其历史上最大的设备订单，就是这一进程的最直观反映。 

 

查看新闻详情：保利协鑫逆势扩产 获其史上最大太阳能设备订单 

 

2011 年一季度保利协鑫光伏业务数据分析 

 

4、IMS：光伏组件出货量两年来首次下跌 

 

5 月 10 日，IMS 市场调研公司公布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2011 年一季度全球光伏组件

出货量两年来首次下跌。季度同比出货量下降了近 10%，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意大利上网电

价补贴新政策长时间的不确定性。 

 

http://solar.ofweek.com/2011-05/ART-260006-8420-28468194.html
http://solar.ofweek.com/2011-05/ART-260003-8460-28467032.html
http://solar.ofweek.com/2011-05/ART-260006-8420-284674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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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week Solar 视界》简评：如果真正关注了过去半年全球光伏产业的整体运行状况，

其实就不会对“光伏组件出货量两年来首次下跌”这样的结论有丝毫的意外。而对于上述现

象的产生，整个业界给出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光伏政策的摇摆不定带来

的需求锐减。其它当然也包括企业本身的经营战略、管理能力等因素对业绩的影响。 

 

这样的判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异议，不过这些或许只是最表象化的因

素。同样是在一季度遭遇寒冬，2011 年这一次虽并不像 2009 年时那般严重，但确实更应该

引起整个业界的高度关注。在金融危机的影响早已远去，产业已经重回正轨之后，“寒冬再

袭”固然有个别国家政策不确定的影响，但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讲，全球光伏产业整体环境的

变迁，或才是“寒冬再袭”的最根本原因。 

 

用一个并不算太恰当的比喻来概括，2005 年至 2008 年之前的全球光伏产业，可以看作

是正常行驶在高速公路的列车；2008 年末期至 2009 年三季度，虽还行驶在高速路上，但由

于路况出现严重问题，致使列车速度严重放缓，甚至停滞不前；2009 年三季度持续至整个

2010 年，路况逐步恢复，列车速度也随之再度提起；2011 年开始，属于列车的高速公路时

代悄然离去，取而代之的则是前所未有的爬坡路段。虽然爬坡路段的宽度并不见得比高速公

路时期要窄，但由于坡度、弯角以及列车本身劳损等众多因素的存在，列车的奔驰速度显然

无法与以往同日而语。 

 

2011 年一季度众多企业相对黯淡的业绩，也正是光伏列车初次进入“爬坡路段”后些

许不适的反应。不可否认，这列光伏列车的终点确实让人无比向往，而它目前也确实行驶在

正确的方向上，但无法预知的是路况的好与坏，就像目前的“爬坡路段”持续的距离无法预

知一样。虽然无法预知，但列车终究要向前，那只有以一种开拓者的精神和状态去面对，而

这样或许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您认为呢？ 

 

查看新闻详情：光伏列车遭遇“爬坡路段” 

 

5、鄂尔多斯模式新版本：First Solar 联手中电投 

 

美国薄膜电池生产商 First Solar 公司 5 月 10 日与五大发电集团之一中电投旗下公司达

成合作协议，将合作开发中美两国及其他国际市场的太阳能光伏项目。First Solar 公司与中

电投旗下的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资附属公司中电国际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CPINE)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是 First Solar 公司继今年 1 月与中广核签署谅解备忘

录，合作开发鄂尔多斯高达 2GW 的太阳能光伏项目后，第二次与中国电力企业合作。 

 

《OFweek Solar 视界》简评：2009 年 9 月 9 日，First Solar 公司宣布与中国政府签

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合作建设一座拥有 2 千兆瓦发

电能力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厂。2011 年 1月 4 日，First Solar 公司宣布，将与中广核太阳能

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开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2011 年 5 月

10 日，First Solar 公司与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中电投旗下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合作开

发中美两国及其他国际市场的太阳能光伏项目。 

 

短短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中国市场三度出击，虽然其中号称全球最大的“鄂尔多斯”

http://solar.ofweek.com/2011-05/ART-260006-8500-284675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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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几经波折，但由此不难看出，First Solar 这家美国也是全球最著名的薄膜太阳能电池

企业，对于中国光伏市场的强烈“企图心”。 

 

另外，由首次进入时的意欲“单枪匹马”相比，到最近两次选择与中国本土企业进行合

作，则是 First Solar 逐步深谙中国市场规律的最大体现。在身份转化之间，甩掉了融资、

项目审批等最大包袱，同时也没有丢掉将产品打入中国市场的初衷。 

 

不过，在看到 First Solar 的中国战略逐步推进之时，中国本土光伏企业似乎也应该反

思自身的战略。“狼来了”，或许真不是一句戏言。 

 

查看新闻详情：鄂尔多斯模式新版本：First Solar 联手中电投 

 

最大光伏电站“襁褓”中前行 

 

6、日本终止核计划 光伏迎来新契机 

 

 日本核电站事故使尚在复苏的全球核电产业再受打击，其后续影响进一步发酵。5 月

10 日晚间，日本首相菅直人关于调整核电发展计划、重点研究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发展

的表态，受到全球强烈关注。 

 

《OFweek Solar 视界》简评：自日本大地震中福岛第一核电站连遇险情，并发生放射

性物质泄漏事故之后，全球范围内“禁核”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因为这一事件已经完全超

越了纯自然灾害的范畴，引发了人类对于核能利用安全性的深度反思。而与此同时，认为光

伏等清洁能源将从此次“核危机”中获得极大发展机遇的论调也是喧嚣于耳。 

 

不过在我们看来，此次日本核电事故对于全人类的警示作用毋庸臵疑，但要说到全球能

源未来的生产和供应格局会因此而发生重大转移，恐怕都有矫枉过正之嫌，更逞论光伏产业

会以此为契机迅速迎来大爆发。 

  

反过来看，这也并非是对光伏产业的发展前景产生怀疑，但要达到设定的目标，并不是

“其他产业遭遇危机”这种外围因素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就现阶段来讲，虽然全球光伏产业的发展势头迅猛，并且在欧洲等局部地区的能源供应

结构中已占有一席之地，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光伏发电这种新兴能源利用方式所占比例还停

留在相当小的阶段。虽然全球各国政府也已经逐步意识到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广阔发展空间，

但由于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巨大“瓶颈”并非短期内可以根除，因此，假使就以此来判

断光伏产业会迅速迎来大爆发，或许只是一厢情愿之举。 

 

话说回来，否认日本“核爆”事故对全球光伏产业的决定性推动作用，并不是说它对这

一产业的发展没有任何积极影响。决策者对于各子产业发展战略目标的重新规划和发展速度

的调整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应该是民众意识的转变和提升。 

  

因为对于太阳能光伏产业而言，除了上述所讲的自身的种种发展瓶颈之外，全球大部分

http://solar.ofweek.com/2011-05/ART-260006-8130-28467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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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民众对于这种新兴能源利用方式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也是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或许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日本“核爆”事故对于全人类的警示作用之余，如果能够真

正起到扭转和提升民众意识的作用，才算是给全球光伏产业，乃至全人类未来发展的不可磨

灭贡献。 

 

查看新闻详情：“核爆”之后，光伏发展之辩 

 

                                            （OFweek 太阳能光伏网研究部） 

http://solar.ofweek.com/2011-03/ART-260006-8440-2846205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