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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光伏产业发展现状与前景 

何斯征   佘孝云   黄东风 

（浙江省能源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 浙江杭州 310012） 

【摘 要】对光伏发电发展现状和前景进行综述，分析浙江省光伏发电产业现状、发展优势条件和发展面临的问

题，并预测分析未来国内外光伏发电市场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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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光伏发电是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可再生能源技术。 光伏发电技术日趋成熟，各国政府对光伏发电也给予多种形式的

补贴，光伏发电成本逐步接近常规电力成本，初步具备了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根据欧洲光伏协会（EPIA）的数据，从 2000 年至 2010年，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从 142.8 万 k W 增加到 3952.9 万 k 

W，年均增长速率 39%，近 5a 来增长率更高达 50% 
［1］

。 

1 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状况 

1.1 光伏发电应用 

近年来，在国家财政补贴政策的扶持下，我国光伏发电市场逐步开启，2008 年屋顶和大型地面并网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启动，

2009 年初甘肃敦煌 10MWp 级大型荒漠并网光伏电站的招标完成，同时太阳能光伏屋顶与金太阳示范工程的财政补贴项目相续

推出。至 2010 年底，全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近 90 万 k W，当年新增装机容量 50 万 k W 以上，扭转了一直以来光

伏发电市场发展缓慢的状况。 

同时，我国光伏发电的市场分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如表 1
［2］

所示，2006 年我国光伏应用主要是一些独立式光伏系统，

用于边远地区农村电气化、通信和工业应用以及太阳能光伏商品，包括太阳能路灯、太阳能交通信号灯等，市场份额达到 85%； 

到 2008 年并网光伏建筑系统的市场份额有了明显提高，从 2006 年的 4.8%上升至 18.6%。 根据预测，2020 年并网光伏建筑

的份额将达到 62.5%，成为光伏发电市场今后发展的主流应用方式。 

1.2 光伏产业 

在世界光伏市场的强力拉动下，我国的光伏产业以超常速度崛起，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国，形成了完整的太

阳能光伏产业链。 从产业布局上来看，在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及中西部地区业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太阳能光伏产业集群， 包

括江西新余和四川乐山-成都等地的多晶硅产业集群，江苏苏锡常、天津滨海新区、河北邢台-保定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产业集

群，并涌现出了无锡尚德、江西赛维、天威英利等一批知名太阳能电池片和组件生产企业，太阳电池产能快速增长。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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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太阳能电池产量达到了 400 万 k W，占世界总产量的 42%，已连续 3 年居世界首位；同时，多晶硅材料自给率达到 50% 
［3］
。 

 

国内太阳能发电产能增长很快，市场竞争激烈。 但是，目前市场在外，关键原材料、技术和设备和市场在外的不利局面仍

未根本扭转。中国的太阳能光电行业多以低端制造和组装企业为主，在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仍缺少关键技术和设备制造的实

力。 此外， 国内太阳能电池市场规模较小，2009 年 96%的太阳能光伏电池都出口到了海外市场
［3］

，这种过度依赖出口发展模

式带来了较大的行业风险。 

2 浙江省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发展状况 

2.1 发展现状 

从 2006 年开始，浙江省企业纷纷投身于光伏产业，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拉硅棒、切硅片为主的嘉善、衢州集聚区，以晶硅

炉为主的绍兴集聚区， 以光伏系统和配件为主的杭州、临安集聚区。 全省光伏企业数量从几年前的 60 家发展到近 200 家，

2009 年全省太阳能电池产量约达到 1200MWp，占全国总产能的 25%，是仅次于江苏的光伏产品制造大省
［4］

。 

目前浙江省除了在硅矿产冶炼外，光伏产业链其它环节都有涉及，在技术、规模和装备水平方面已经具备一定实力，但发

展仍存在诸多问题。 

2.2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浙江省太阳能资源属 3 类地区，资源条件一般，造成发电成本偏高，因此本省应用受到限制。 

除了少数企业外，浙江省众多光伏企业规模偏小，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国内一些大型光伏企业产能已经突破 1GW，浙江省

目前光伏电池生产领域虽有生产能力达到 GW 级的企业，但目前一些规模相对较大的省内企业的太阳能组件生产能力一般也仅

在百兆瓦水平， 距最优经济规模差距很大。在晶硅生产领域，国内一些大型企业产能已经达到或超过万 t， 产能在 2000～3000t 

以上的企业目前也已经达到 10 多家 ，而浙江省的晶硅生产企业产能同样偏小，较大型企业如昱辉和盾安环境等公司产能虽达



 

 3 

到 kt 级， 但是目前分别在四川和内蒙设厂，对浙江省光伏产业的发展贡献较小；衢州开化县虽然已经形成硅片制造产业集群，

但开化县总的晶体硅产能仅在 3000t 左右， 仅相当于一家大型晶硅生产企业的产能。 

太阳能光伏产业链包括硅材料生产、 硅棒和硅片制造、太阳能电池生产、组件封装和太阳能光伏应用系统的安装运行。浙

江民营光伏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下游的切片、电池片、组件封装等领域，相对准入门槛低、技术含量和利润率也较低，同时能耗

高、污染大，因此如何提升技术和产业层次，真正体现新能源产业技术先进和绿色环保的优势，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另外，一些国内光伏产业面临的共性问题也阻碍浙江省光伏产业的发展，如：技术和市场两头在外的问题；国际市场的不

确定性问题，等等。 

2.3 发展基础 

浙江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有一定的优势： 

（1）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光伏产业链。 早在光伏产业在中国处于萌芽时期，浙江省就已经具备一定的光

伏产业基础，如衢州的万向硅峰（原 601 厂）是我国最早的硅生产企业之一，宁波太阳能电池厂也是我国较早涉足太阳能光伏

产品制造的企业。近几年在全国光伏产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以这些已经形成一定竞争优势的企业为带动，浙江省已经初步

形成光伏产业链。 

（2）民营资本活跃。 浙江省民营资本活跃 ，最近五年在国家新能源政策和一些光伏工程的带动下，民营资本参与新能源

产业的热情正不断高涨，很多从事传统行业的企业纷纷转型投身光伏产业， 并正成为浙江省光伏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一些较

大型的光伏企业，如昱辉阳光，正泰太阳能等都是民营背景。 

2.4 发展机遇与市场潜力 

光伏发电未来发展速度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快，主要来自于各方面因素的推动： 

（1）很多国家为光伏发电都制定了中长期发展目标 ，并提供强大的政策扶持。 如日本政府 2008 年 11 月发布了“太阳

能发电普及行动计划”，确定太阳能发电量到 2030 年的发展目标是要达到 2005 年的 40 倍，并拟收购所有光伏发电上网电量；

德国对光伏发电实施固定上网电价；美国政府提出太阳能的“千万屋顶计划”。 国内也已经开展“光电建筑示范工程”、“金太

阳计划”等光伏发电促进工程。 这些政策和目标是政府发展光伏产业信心的体现。 

（2）技术进步带来转换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大幅下降 ，将提高光伏发电的市场竞争力，并逐渐不再依赖于激励政策扶持。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在《太阳能光伏技术路线图》
［5］

中预测，到 2030 年，光伏组件效率将在现有基础上提高 50%，系统寿命将从

目前的 25a 延长至 35a。 《路线图》 还提出，在 2020 年前光伏发电将仍需要政策扶持以克服成本劣势 ； 但是在 2020～2030 

年这个阶段，大型并网光伏系统成本将下降到 5～13 美分/k Wh，已经可以与常规电力竞争；到 2030～2050年这个阶段，大型

并网光伏系统成本将继续下降到 4.5～9 美分/k Wh，户用系统成本将下降到 6～13 美分/k Wh，光伏发电进入主流电源行列，

在电力供应中占比可达 10%以上。 

（3）从国内和国际光伏发电发展趋势分析 ，光伏发电市场未来还将面临快速增长。 

国内市场方面，2009 年太阳能光伏电池国内应用量仅占光伏电池总产量 4%，因此在短期内，太阳能光伏产品的主要市场

将仍然是欧洲等国际市场。 但是，国内光伏市场将面临强劲增长。 国家 2020 年光伏发电发展目标为 20GW，而 2009 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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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池年产量是 4GW，2009～2020 年间年均增长率将接近 16%。因此未来光伏企业的国内市场将逐渐扩大。 按照太阳能光

伏发电系统每千瓦投资 12000 元（考虑到未来成本快速下降因素）估计，2020 年前国内光伏发电项目总投资规模将新增约 2400 

亿元。 浙江省 2020 年光伏发电目标为 30 万 k W， 据此估计 2020 年前浙江省光伏发电项目投资规模将新增 36 亿元。 

国际市场方面， 据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的估计
［6］

，2010 年，全球太阳能光电领域投资达到 893 亿美元，较

前一年增加 49%。 2010 年全球光伏装机为 39.5GW，而根据国际能源机构在《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路线图》中的预测，预计 2020 

年全球光伏发电总装机可以增加到 200GW，达到发电总装 机的 1%， 并将于 2050 年达到 全球电力总装 机 的 11%。 也就是

说 2010 到 2020 年间 ，全球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年增长率将达到 18%，2020 到 2050 年间年增长率也将保持在 10%左右。 因

此，太阳能光伏发电未来的国际市场将非常宽广。 

（4）从应用领域的发展趋势看 ，城市并网光伏和大型荒漠电站已经逐渐取代农村电气化和偏远地区的通讯设施等成为光

伏发电的主要市场，2009 年城市并网和大型荒漠电站的装机比例已经分别占 24%和 30%， 而在 2006 年这两个数字仅仅分别

是 6%和 0。 

3 结语 

技术进步和应用规模的扩大将推动光伏发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并最终可以与常规能源竞争，发展前景广阔。 

浙江省目前已经具备较好的光伏发电产业基础，形成了初步的光伏产业链，但是从技术和规模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关

键技术、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模式还未根本改变。因此，为了浙江省光伏产业健康发展，需要加强自主研发；积极开拓国

内和省内的光伏市场， 特别是建筑一体化应用等；改进技术和生产工艺，减少光伏产品生产造成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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