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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期光伏产业链

价格持续上涨的调研报告

近期，光伏产业链普遍出现价格上涨现象，继多晶硅价格连

续上涨之后，硅片、电池片、组件等环节也随之上涨。

经协会走访调研分析，主要为供应短缺与终端需求形成矛盾

导致硅料价格暴涨：一是 7～8 月，国内先后有三家多晶硅生产

企业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其中两家位于多晶硅企业较为集中的新

疆地区，而部分硅料大厂进入检修自查期，影响光伏硅料生产；

同时，近期新疆疫情管控，影响多晶硅企业的运输链，引发供货

周期延长，进一步加剧供应不足。二是随着国内新ー波光伏电池、

组件项目大规模扩产，比如省内招商聚集区主要为金华义乌(电

池产能 50 吉瓦、组件 60 吉瓦)，嘉兴秀洲、嘉兴海宁，电池、

组件产能也进一步扩张，硅料需求不断提升。

在中下游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多晶

硅产品价格暴涨，并快速传导至下游硅片、电池、组件、光伏玻

璃、银浆等环节，从而导致光伏产业链价格持续上涨，最终成本

都压在光伏应用上，电站建设成本上升，回收期变长。最新数据

显示，国内单晶复投料价格为 9.8 万-10.4 万元/吨，成交均价

上涨至 9.92 万元/吨，单晶致密料价格为 9.5 万-9.8 万元/吨，

成交均价上涨至 9.67 万元/吨，硅料较 6 月涨幅约 65-70%；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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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报价已从本轮上涨之初的每瓦 1.3 元涨至最高 1.8 元，440 瓦

单晶组件价格已突破每瓦 1.75 元，价格持稳在每瓦 1.58-1.62

元上下；3.2 毫米光伏玻璃价格目前已涨至人民币30元/平方米；

2.5/2.0 毫米光伏玻璃产品价格分别上涨至人民币 27/24 元。

政策建议:

一是加快推进光伏制造业用电纳入直供电目录，降低企业用

电成本。当前电池制造企业用电成本较大，约占企业生产成本的

15%，希望政府能进一步推动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相关政策，支持

行业发展；

二是在制定绿色工厂评价相关规范中，将企业是否已安装光

伏发电设备作为重要考核依据，以推进我省光伏产业发展；

三是当前光伏辅材中玻璃需求较大，供应紧缺，处于供不应

求状态，影响组件生产，而玻璃属于高耗能项目，希望政府能对

光伏玻璃企业生产基地建设能耗方面适当放宽，支持企业新上项

目扩产发展。

总体来看，光伏行业经受了几轮的行业起伏，抗风险能力已

逐步增强，按照当前市场发展，本轮涨价潮已渐趋于平稳，随着

产能的逐步释放，市场供需将逐渐恢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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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光伏行业协会持续推进光伏产业援疆合作

嘉兴市光伏行业协会持续推进光伏产业援疆合作，9 月 12

日，沙雅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杰，沙雅县委常委、副县长、

嘉兴援疆指挥部副指挥长胡亚东，沙雅县商工局党组书记、副局

长余旭，嘉兴援疆指挥部项目规划及产业发展组副组长廖超，沙

雅县商工局副局长张继麟一行

莅临嘉兴市光伏行业协会调研

嘉兴光伏产业援疆合作工作。

会议上，协会沈秘书长介绍

了协会情况和我市光伏产业发

展现状；杨县长介绍了沙雅县土地、人口、能源等一些情况；浙

江嘉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戴永军总经理、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苑飞主任、浙江京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田龙总经理介绍

了嘉兴光伏产业援疆合作 500MW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初步方案，并

向杨县长了解了沙雅县当地的土地成分、电网接入条件等内容；

会议最后，杨县长热情邀请沈秘书长及几位企业负责人一同前往

沙雅县实地考察，进一步推动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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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光伏行业协会积极推进

直播基地（平台）启动工作

嘉兴市光伏行业协会积极

推进嘉兴市光伏全产业链直播

基地（平台）启动工作，近日协

会组织召开平台启动仪式工作

会议，与市经信局产业数字化推

进处孙业飞同志、嘉兴京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福莱特玻璃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海宁正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等市内十家光伏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确认启动

仪式方案细节。

启动仪式预计于 10 月份在嘉兴光伏科技馆一楼召开，流程

主要分为签到、致辞、嘉兴光伏产业链介绍、企业代表发言、启

动仪式与视频连线、企业现场直播活动等，会场现场将安排 10

个现场展位以便企业代表进行现场展示，会场规模 150 人左右。

协会将继续做好直播平台启动各项前期工作，对协会网站进

行改版，便于播放直播平台启动仪式先导片及企业宣传片，做好

各项直播预热活动，确保直播平台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有效推

动平台的建设运行，宣传美丽嘉兴、弘扬嘉兴光伏文化、推介嘉

兴光伏企业、展示企业光伏产品，全面展示秀洲区作为光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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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创新综合试点的面貌，加强对外交流“走出去”，

促进产业合作新方式，助力行业持续再发展。

嘉兴市光伏行业协会沈福鑫秘书长入围

2020 年浙江省社会组织领军人物

9 月 9 日，浙江省民政厅发布《关于 2020 年浙江省品牌社

会组织和社会组织领军人物评选结果的公示》，对拟确定的 100

家品牌社会组织和 200 名社会组织领军人物进行公示，嘉兴市光

伏行业协会沈福鑫秘书长经嘉兴市民政局推荐、浙江省民政厅复

核及专家评审，成功入围 2020 年浙江省社会组织领军人物，并

将参加后续组织的能力提升培训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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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动态简讯

晶科能源为越南Trung Nam集团提供 611兆瓦的 Tiger双面

组件：近日，晶科能源向越南 Trung Nam 集团提供了 611 兆瓦

Tiger 双面透明背板组件，用于安装在越南 Thuan Nam 的光伏电

站项目。该项目位于 Thuan Nam，截至目前是越南以及东南亚地

区最大的双面组件项目之一。项目所使用的 Tiger 系列组件采用

了半片技术，同时电池设计使用了叠焊（TR）技术，有效减少了

阴影遮挡带来的电流损耗，消除了电池片间隙，以确保组件的高

可靠性和高效率。

海宁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工信部第五批绿色

制造名单：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第五批绿

色制造名单，海宁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选，顺利跻身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国家队”行列，彰显了正泰新能源绿色管

理的水平和实力，亦标志着正泰新能源在绿色供应链领域进一步

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迈出新步伐，在推行绿色循环发展、

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方面再次迈上新台阶。

阿特斯年产 6GW 光伏组件二期项目开工仪式顺利举行：近

日，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盐城大丰阿特斯年

产 6GW 光伏组件二期项目开工仪式在江苏盐城大丰经济开发区

举行。两期项目全部建成后，大丰阿特斯将具备年产 7GW 高效光

伏组件制造能力，年产值超 100 亿元，同时创造超过 1500 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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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岗位。

嘉兴福盈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嘉兴福盈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深

耕光伏专用 PVB 中间膜，以光伏专用 PVB 中间膜、PVB 夹层玻璃、

PVB 双玻组件为核心产品。公司计划总投资 10 亿元，打造华东

地区最大PVB 复合功能膜、PVB双玻光伏组件应用示范推广基地；

并且利用桐乡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互联网基因对客户、人才的强

大虹吸效应，倾力打造研究院、营销中心、行业会议中心、产品

展示中心、生产基地五位一体的华东地区最大 PVB 特色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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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光伏产业装机情况报告

1.总体情况：截至2020年8月底，全市已受理光伏项目33544

个，装机总容量 2679.58 兆瓦，已并网运行光伏项目 33331 个，

总并网容量 2609.02 兆瓦，并网容量占受理容量比例为 97.36%。

2.分布式光伏项目情况：2020 年 8 月新增受理分布式光伏

项目 315 个，新增受理装机容量 30.18 兆瓦，新增并网分布式光

伏项目 288 个，新增并网装机容量 36.24 兆瓦。截至 2020 年 8

月底，全市已受理分布式光伏项目33530 个，装机总容量 2319.35

兆瓦，已并网分布式光伏项目 33317 个，并网容量 2248.79 兆瓦，

并网容量占受理容量比例为 96.95%。

自然人光伏项目情况：2020 年 8 月新增受理自然人光伏项

目 254 个，新增受理装机容量 4.45 兆瓦，新增并网自然人光伏

项目 220 个，新增并网装机容量 2.39 兆瓦。截至 2020 年 8月底，

全市已受理自然人光伏项目 30591 个，装机总容量 204.15 兆瓦，

已并网自然人光伏项目 30512 个，并网容量 201.65 兆瓦，并网

容量占受理容量比例为 98.77%。

3.光伏电站项目情况:本月无新增受理和并网的光伏电站项

目，截至 2020 年 8 月底，全市已受理光伏电站项目 14 个，装机

容量 360.23 兆瓦，已全部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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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7 月我国太阳能电池出口量

同比增长 25.72%

据海关数据显示，2020 年 7 月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数量为

2.4 亿个，同比增长 8.04%；1-7 月太阳能电池累计出口数量为

15.6 亿个，较去年同期增长 25.72%。2020 年 7 月中国太阳能电

池出口金额为 16.2 亿美元，同比下跌 7.18%；1-6 太阳能电池累

计出口金额 104.8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7.53%。

从前 7 个月出口数据看，我国太阳能电池整体出口量持续呈

现平稳增长态势，从侧面反映出海外市场对太阳能电池需求正在

逐渐复苏。

光伏产业供应链价格报告

当前市场最新报价：多晶硅片报价为 RMB 1.55/Pc；G1 单晶

硅片报价为 RMB 3/Pc；M6 单晶硅片报价为 RMB 3.2/Pc；

常规多晶电池片价格为 RMB 0.55/W；G1 双面单晶 PERC 电池

片价格为 RMB 0.87/W，比上一周的价格下跌了 3.33%；G1 单晶

电池片价格从 RMB 0.87/W 小幅回落 1.15%来到 RMB 0.86/W；M6

单晶电池片价格为 RMB 0.92/W。

275-280/330-335W 多晶组件的价格为 RMB 1.37/W，涨幅为

1.48%；325-335/395-405W 多晶组件价格为 RMB 1.6/W，较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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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91%；355-365/425-435W 单晶组件均价为 RMB 1.62/W，

涨幅是 1.25%。

光伏涨价博弈步入“冷静期”：

下游豪掷百亿要保供 头部多晶硅企业扩产忙

前段时间涨涨涨的光伏产业链终于冷静下来，9 月各制造端

价格趋于平稳。

然而平稳之下仍暗流涌动，企业之间既博弈也观望。装机量

需求增长之下，产能扩张的中游企业豪掷百亿锁定未来五年的硅

料供应，足可见原料紧张。硅料生产企业本身是否扩产，也成为

被关注的内容之一。

位于包头市的内蒙古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

通威）二期项目在筹划中。这意味着国内硅料大厂里，通威成了

少有的、在 2021 年和 2022 年有大规模扩张的企业。根据通威的

规划，2023 年要将多晶硅料产能扩大至 22 万~29 万吨/年。

但有业内人士表示，多晶硅料扩产也并非想扩就能扩，也要

考虑成本等因素的约束。

光伏产业链价格博弈进入冷静期

“现在多晶硅料价格确实是行业内比较关注的话题。”另一

国内硅料大厂的总经理被问到光伏上游多晶硅料的价格趋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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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

此前几年较沉寂的硅料，今年因供需失衡突然大火，一个月

超七成的涨幅犹如一匹脱缰野马，拉也拉不住。

最近一段时间，多晶硅料价格总算趋于平稳。同样平稳的还

有整个产业链，上一周，特级致密料价格为 103 元/Kg，价格与

上上周持平；单晶158硅片一二线厂商价格分别为3.10元和2.90

元每片，价格同样与上上周持平；单晶 PERC 电池片，价格也与

上上周持平……

但价格平稳之下，其实暗流仍在涌动。在包头，一位光伏业

内人士就表示：“现在上下游还是在价格博弈。”

“博弈”一词必然是今年光伏行业使用最高频的词语，几乎

每一个光伏人都把它挂在嘴边。上游硅料企业和它的下游硅片企

业博弈，硅片企业又和它下游的电池片企业博弈，电池片企业再

和组件博弈，组件企业则与下游电站博弈……

价格博弈最激烈的，是光伏产业链最集中的硅料和硅片环

节。新特能源、新疆大全、通威、东方希望、保利协鑫这五家掌

握了国内硅料 80%的份额，隆基股份和中环股份则拿下了硅片市

场的大“半壁江山”。两方的现状是，硅片企业抱怨硅料涨得高，

硅料企业又说硅片企业不肯让利。

这一博弈过程就像经济学模型的古诺寡头竞争——每个企

业都想获得生产可能性边界下的最高利润，但竞争约束又只能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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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讨价还价后的均衡价格。

当硅料企业想把硅料价格从 10 万元/吨报到 15 万元/吨，硅

片企业直接摆手：“对不起，我承受不了。”

当硅片企业想把硅料价格从 10 万元/吨压到 8 万元/吨，硅

料企业也可以说：“对不起，我没货了。”

这段时间的价格平稳，可以说是各方达成的价格一致——不

过是激烈竞价后的僵持阶段。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分析，从上周开始，多晶硅

市场供小于求叠加上游开工率提升和下游需求小幅减少的变量，

导致上下游进入更加紧张的博弈期，签单量和签单价均处于僵持

阶段，因此市场价格如预期持稳不变。

另一方面，硅料实质性紧缺情况未变。根据硅料和硅片在产

企业的生产现状及计划，预计 9 月份多晶硅供应总量在 3.7 万

~3.8 万吨（包括进口量），需求量在 3.9 万~4 万吨，仍有 0.1

万~0.3 万吨的供应缺口。从供需总量来看，市场供小于求的局

面尚未扭转。

紧张的硅料供给之下，硅料企业已开足马力生产。

鹿城包头——三国名将吕布故乡，是北方重要的重工业城

市，通威股份子公司永祥股份旗下的内蒙通威就坐落于此。它与

四川的乐山、云南的保山，共同组成了通威多晶硅料三大生产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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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的包头，踩着夏季的尾巴，每天日照时间维持在 10 个

小时左右，这是光伏发电需要的区域“禀赋”。

“装置一直保持满产状态，每个月生产量 3000 吨左右……”

永祥股份副总经理兼内蒙通威总经理袁中华表示，这是永祥股份

旗下首个外省项目，单线产能达到 3万吨，是全球单线产能最大

的晶硅企业之一。

银白色精馏塔，随处可见的光伏电池面板、自动化操作的还

原车间……内蒙通威没有过密的劳动力投入，而是以自动化生产

代之。公司的中控室，10 多名工作人员透过屏幕，观察着硅料

生产情况，那里还显示着硅料结构占比、单月生产计划、生产进

度等。

大单保供频现

当前，光伏产业正在加快替代化石能源，实现清洁能源革命。

有人预计，2025 年的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从 2019 年的 15.3%

再度提升，到 2030 年有望达到 20%的比重。

此前，有业内人士表示，2020 年，全球光伏装机量大约在

120GW 左右。后疫情时代，光伏将是最有竞争力的能源，2021 年，

全球光伏装机量有望快速提升到 140GW~150GW。预计到 2025 年，

全球光伏年装机量将会超过 300GW。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预测，考虑到装机是逐步增长的，因

此，最高峰时期有可能达到 1000GW 的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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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GW 是一个什么概念？袁中华解释道，100GW 就已相当于

5000 万吨石油的能源储备。

与之对应，300GW 年装机量也就意味着对多晶硅的年需求量

将提升到每年 100 万吨以上。

据了解，正是在 2019 年，国内外多晶硅料企业争先恐后扩

产上量。

2018 年，全球多晶硅产量为 40 万吨，中国多晶硅产量为 25

万吨；2019 年，这两项数字分别为 51 万吨和 34.2 万吨。多晶

硅料扩产得益于下游各制造端的产量扩张。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

会数据，2019 年，硅片产量 134.6GW，电池片产量 108.6GW，组

件产量 98.6GW。上述环节占全球总产量比重分别为 90%、77%、

72%。

今年，光伏各制造端扩产的步伐仍在加速。中环股份 2019

年规划单晶硅片总产能 56GW，2020 年规划单晶硅片总产能 85GW；

亿晶光电新建年产 3GW 硅棒硅片项目。

9 月 15 日晚，晶澳科技公告，拟对一体化产能进行扩建，

涉及硅片、电池、组件三个环节，预计总投资额 103.91 亿元。

其中 1GW 拉晶及 5GW 切片、20GW 拉晶及切片合计投资 65 亿元，

剩余 39 亿用于电池片、组件项目。

9 月 10 日，隆基股份上调 2021 年对通威的硅片销售数量，

由 2021 年的 16 亿硅片调整为 26 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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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全产业链扩产之际又逢硅料涨价，各大企业悄然“抢货”

硅料，锁定长单。

8 月，隆基股份与亚洲硅业签订 94.98 亿元多晶硅料采购大

单，约定今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合计采购多晶硅料

12.48 万吨。

9 月，上机数控公告，拟 2020~2021 年向保利协鑫采购原材

料多晶硅料 1.67 万吨，预计采购金额约为 15.70 亿元。更早之

前的 8 月，上机数控与新疆大全签订 20 亿元上下的多晶硅料采

购大单。

9 月，晶澳科技公告称，公司子公司与新特能源达成战略合

作，计划于 2020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2 月期间购买原生多晶硅

9.72 万吨。参照咨询机构 PVInfoLink 最新公布的价格估算，预

计上述协议合同金额约为 91.37 亿元。

短则两年，多则五年，各方下手锁定未来五年的多晶硅料，

理由只有一个——保上游供应。自 2011 年多晶硅料一路暴跌以

来，下游企业长单锁量的一幕已极其罕见。

永祥股份副总经理禚东举表示：“他们（下游客户）的判断

比我们还要乐观，对未来的光伏市场充满信心。现在是我们接到

订单的量太大，需求量太大，要快速生产产品满足客户需求。”

光伏急速扩张的装机量，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游硅料的供

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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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料扩张步伐是否能跟上陡增的需求？从国内硅料企业的

扩产进度看，起码最近两年的新增产能很少。

硅料扩产主要在头部企业

“二期项目在筹划中。需要积极推动生产要素匹配、供电线

路建设等。”袁中华表示，关于内蒙通威二期项目的筹划，公司

将基于一期项目的生产工艺情况，进一步做好工艺技术等方面的

优化设计。

他还提到了永祥股份的扩产规划：2019 年，永祥股份的出

货量为 8 万吨/年，2021 年要达到 16 万吨/年，2023 年要达到

22 万~29 万吨/年，“现在的行业发展，越来越向龙头企业集中。

目前通威的硅料产能 8 万吨，根据通威的规划，到那个时候将毫

无争议的成为行业领头羊！”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截至 2019 年底，国内多晶硅企

业名义产能超过万吨级别的有——保利协鑫 8.5 万吨，永祥股份

8 万吨，新特能源 7.2 万吨，新疆大全 7 万吨，东方希望 4 万吨，

亚洲硅业 2 万吨和内蒙东立 1.2 万吨等八大厂家，合计超 30 万

吨/年。若按照通威股份的规划，23 万吨产能，将占据国内八家

大厂总产能的七成。

然而除开通威股份的云南保山项目、永祥新能源（新厂）二

期之外，其余大厂 2020 年的扩产计划较少。

“新疆大全准备上科创板，有扩产计划，亚洲硅业有扩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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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其余似乎就没有看到公开消息。”一位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

业分析师表示。

就在 8 月中旬，亚洲硅业年产 3 万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一期

工程动员大会在西宁举行。亚洲硅业计划分两期建设年产 6 万吨

电子级多晶硅，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

9 月 11 日，新疆大全科创板上市招股书（申报稿）获受理，

公司的募投项目之一正是年产 35000 吨多晶硅项目。根据申报稿

内容，该项目总投资为 35.1 亿元。经测算，本项目投产后预计

可实现年均营业收入 26.1 亿元，年均净利润 4.94 亿元。

加上已有产能 7 万吨，这意味着如募投项目投产后，新疆大

全的实际产能将达到 10.5 万吨。新疆大全在招股书中提及，项

目建设期为 19 个月，意味着最终的投产时间可能在 2022 年。

“最近三到五年，韩国 OCI、德国瓦克的产能被动压缩，成

本缺乏竞争力。改变格局背后，不只是产能和产量规模，还将通

过竞争优势支撑改变产业格局。这会形成优中越优的良好循环，

中国多晶硅比例在全球也会提升。”袁中华表示，多晶硅成本和

工艺竞争上，海外企业很难对中国企业构成挑战。

另外一个是成本核算维度，国内企业产能扩张并非想扩就能

扩，“我们为什么 2017 年没有扩？”袁中华就此反问，这背后

是因为成本没有体现出优势，哪家企业扩产厉害，谁就“死”得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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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价格约束，降低单位边际成本的扩产行为才更有意义。今

年上半年，通威硅料平均生产成本为 3.95 万元/吨，新产能平均

生产成本为 3.65 万元/吨，基本上是行业最低。在最近两年，无

论是从扩产的时间、产能来看，通威股份的动作最快，力度最大。

“我们二期项目要努力在一期基础上再降 5%成本，甚至

10%。要让二期比第一期更具竞争力。”永祥股份董事兼首席技

术官甘居富表示。

袁中华表示，目前公司的多晶硅技术路线还有很多潜力可以

挖掘，“我们通过‘永祥法’循环生产，比如现在把蒸汽消耗降

到以前的 1/10，甚至于最后会变为‘0’蒸汽消耗。”

从 2007 年到现在，多晶硅行业大浪淘沙背后，是极致成本

控制——综合电耗从 2007 年的 350KWH/KG 降低到 2019 年的

70KWH/KG，降幅高达 80%。

全要素成本下降也是光伏产业的必由之路，因为边际成本决

定了边际价格。根据可再生能源机构 IRENA的数据，2010年~2019

年，光伏发电总装机成本下降了约 4/5。平价上网年代，最终度

电成本下降才能保证光伏发电的竞争优势。所以在 2020 年 4月，

全球才会出现 1.35 美分/KWH 的最低中标价格。

一方面是平价上网的低价格，另一方面整个光伏产业链还有

向上的空间。正泰新能源总裁陆川在 2020 第三届中国国际光伏

产业高峰论坛上表示，光伏要高质量发展，在产业链上应强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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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做强，而不是更全更大，虽然未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从历

史上的一些典型案例来看，行业发展需要的是全行业的协同智

慧。

从资本市场来看，整个光伏板块个股也处于 2018 年以来的

高位。

隆基股份股价一路上涨，刷新新高，市值逼近 3000 亿元；

通威股份股价高位震荡，总市值突破千亿元；晶澳科技股价新高，

市值逼近400亿元；晶盛机电股价新高，市值也逼近4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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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光伏行业最新政策汇总

国家政策

本月，2020 年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清单下发：发

改委和能源局于 8 月 5 日提出，2020 年风电平价上网项目装机

规模 11.4GW、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装机规模 33.1GW。公用事

业规模和配电网并网项目均包括在内。尽管未必所有项目都能建

成投运，但平价项目储备充足，2021 年新增光伏装机和 2022 年

年底前的新增风电装机规模应能得到有力支撑。

月底，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报送光伏竞价转平价上网项目

的通知》，要求各省发改委、能源局梳理 2019 年已入选但逾期

未并网和 2020 年申报竞价但未入选项目自愿转平价信息。光伏

平价项目规模有望得到提升。随着光伏行业逐步进入平价周期，

政策对光伏行业需求的扰动在逐步弱化，光伏行业成长性高且确

定性强。

关于公开征求对《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风

光水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公告提出，风光水火储一体化符合合作共享互利共赢理

念，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储能是解决新能源电力消纳的最

有效途径，从政策层面促进储能在新能源项目上的应用，将让电

力企业在投资新能源项目时更加放心，对于新能源产业发展可谓

是又一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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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8 月国家层面还就光伏补贴、光伏项目建设、电力市

场等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

地方政策

本月，地方层面就竞价上网、光伏补贴、光伏项目建设、电

力市场等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业内分析认为，未来大的能源系

统将呈现出清洁主导、电力分散、多能合一、储能聚合、一网赢

天下的新格局，光伏产业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多个地区出台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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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清洁能源发展的实施方案中均有提及光伏产业。

竞价上网/平价上网

光伏补贴

光伏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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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市场

其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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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用光伏项目信息（2020 年 9 月）

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 2020 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

关事项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20〕17 号）和《国家能源局

综合司关于 2019 年户用光伏项目信息公布和报送有关事项的通

知》（国能综通新能〔2019〕45 号）关于户用光伏项目管理有

关要求，全国共有 30 个省份报送了户用光伏项目信息（西藏无

纳入 2020 年财政补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未报送）。

根据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电网企业报送信息，经国家可再

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梳理统计，2020 年 8 月新纳入国家财政补

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101.60 万千瓦。截至 2020 年

8 月底，全国累计纳入 2020 年国家财政补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

装机容量为 394.94 万千瓦。详细情况见附表。



嘉兴市光伏行业信息专刊 政策信息

第 25 页


	关于近期光伏产业链
	价格持续上涨的调研报告
	嘉兴市光伏行业协会持续推进光伏产业援疆合作
	嘉兴市光伏行业协会积极推进
	直播基地（平台）启动工作
	嘉兴市光伏行业协会沈福鑫秘书长入围
	2020年浙江省社会组织领军人物
	企业动态简讯
	我市光伏产业装机情况报告
	2020年1-7月我国太阳能电池出口量
	同比增长25.72%
	光伏产业供应链价格报告
	光伏涨价博弈步入“冷静期”：
	下游豪掷百亿要保供 头部多晶硅企业扩产忙
	8月光伏行业最新政策汇总
	户用光伏项目信息（2020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