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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1/2021_2022__E5_85_89_E

4_BC_8F_E5_BB_BA_E7_c57_611941.htm 当你坐在明亮的落地

窗前感受冬日暖阳带给你的惬意时，你是否想让太阳在带给

你温暖的同时，也带给你能量？是的，这种憧憬离现实越来

越近了。3月23日，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关于加

快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

》），并出台了《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简称《暂行办法》），这两个文件的出台，让深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内太阳能光伏产业感受到了春意。 

国内光伏建筑市场启动此次出台的《实施意见》是政府扶持

国内光伏市场的第一个实质性政策。业内人士表示，这是业

内期待已久的，它将极大地推动国内光伏市场的发展。 权威

部门统计，我国建筑行业能耗巨大，其中住宅使用能耗占全

国总能耗的20%左右，再加上建材生产和建造的能耗，建筑

行业总能耗约占全国总能耗的37%左右。因此，在开拓新能

源的众多领域中，降低建筑能耗,开发与建筑结合的新能源技

术，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和发展前景的重大课题。上海普罗

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裁史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统计的建筑物面积计算，中国农村现有建筑物面积250

亿平方米，城市建筑面积约220亿平方米。假如按农村和城市

的平均容积率为1计算，再考虑其中50%可以安装太阳能电池

，则可安装的太阳能电池面积为235亿平方米，按每平方

米100瓦计算(实际为150瓦)，则可以安装23500亿瓦，

即2350GW。这是2008年全世界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总量的400



倍。这就是中国光伏建筑的市场。此次《实施意见》的出台

，表明政府对光伏的支持终于从舆论落实到了实际的政策上

，对光伏产业的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表示，这

个政策只是一个开头，因为它只包含了大型光伏建筑。补助

面的单一也意味着，随后地面光伏、家庭屋顶、上网电价都

将有相应的“意见”出台。 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宣传

部经理李伟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实施意见》和《暂

行办法》对我国光电产业调整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推动光电在城乡建设领域的规模化、专业化应用，可以有

效带动高新技术及节能环保领域的资金投入，可以促进建材

、化工、冶金、装备制造、电气、建筑安装、咨询服务等多

个产业实现调整升级，对于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扩大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

我国最早从事光伏行业的企业之一，我们对此更是有切身的

体会和认识。”李伟说。 “《实施意见》将首先推动光伏产

品在一些大型公共建筑上的应用。由于大型公共建筑光伏建

筑一体化系统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和效果，这样会增强国人

对光伏产品的认识，提高环保意识。今后随着光伏产品的降

价，会有越来越多的电力公司和单位采用光伏电力。”深圳

金刚玻璃光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黄向阳表示。光伏

企业需要建筑设计人才有了政策的支持，下一步如何走就要

看企业自己的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这一文件颁布后，

为了加快国内太阳能光电建筑的普及，国内的光伏企业应密

切关注市场，加强对建筑知识的了解，储备建筑设计人才。 

黄向阳表示，目前，国内很多大厂的主要产品是普通光伏组

件，这些组件通过简单的支架安装就可固定好，但这不是光



伏建筑一体化的形式，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考虑更多的是系

统的安全性、建筑效果、建筑功能等等。由于建筑设计(幕墙

设计、钢结构设计)需要企业具备专业资质，建议以产品生产

为主的企业寻找有设计资质的合作伙伴来开发国内的光伏建

筑一体化市场，这样可以免去等待申请资质的时间。因为申

请一个甲级幕墙设计资质需要3年～5年，而且每年都要有一

定量的幕墙工程业绩才可以继续保持甲级资质。“从技术的

层面看，目前光伏建筑最大的瓶颈就是电池与建筑的结合安

全性和散热性。光伏建筑必须要考虑散热，目前的BIPV（光

伏建筑）有很多是双层的幕墙，中间要有热通道，这样一来

造价无形中就提高了很多。此外，透光率及舒适度也都要在

设计及施工的过程中考虑进去，还要得到建筑师的认可，不

能因为用到光伏产品而降低建筑的品质。”中国兴业太阳能

技术控股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罗多告诉记者。 李伟表示，建筑

一体化是绿色建筑的标志，也是建筑节能的有效途径。因为

建筑一体化既节约材料，又环保，完全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提出的“四节一环保”要求。他认为，加快光伏建筑一体

化规范健康发展，首先应该加快建设光伏与建筑一体化示范

基地(示范城市)建设；其次，由光伏与建筑一体化基地尽快

起草产品标准、系统设计标准、安装标准及太阳能光伏与建

筑一体化应用条件和范围；最后，在基地选择建设一批新建

建筑的样板工程。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

石定寰强调说，国内光电企业通过这个政策受到了鼓舞，坚

定了克服困难的信心，下一步应做好企业内部管理，节能降

耗，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效率，开发生产更多合格

且保证寿命的产品，严格把好质量关，加大市场监管力度。



他强调，新能源是影响未来发展的产业，企业一定要建立信

誉，决不能把假冒伪劣的产品通过政策补贴流向市场。另外

，目前光伏企业关注比较多的是电池本身的生产，对系统的

应用关注不够。从整个行业的角度看，光伏企业应该和电力

系统的企业加强合作，做好应用系统的开发工作，开发出更

多更好的光伏应用产品。应降低政策门槛拓宽受惠面《实施

意见》让投资者和企业家看到了光伏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然而，业内人士也表示，这两个文件受惠面有些窄：财政

补助主要支持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解决太阳能光电建筑

一体化设计及施工能力不足、相关应用技术标准缺乏与建筑

实现构件化的太阳能光电组件生产能力薄弱等问题。政策扶

持重点是太阳能光电建筑一体化应用等，而不与建筑结合利

用的光伏电站等光电利用形式不在此政策扶持范围之内。 石

定寰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暂行办法》

中规定，补助资金支持项目单项工程应用太阳能光电产品装

机容量应不小于50kWp，这个量太大了，因为民用建筑每家

不可能超过50kWp。“小别墅很适合安装屋顶电站，但一般

的发电量也就两三千瓦，这已经完全能够满足家庭用电量了

。因此，50kWp的门槛太高，不适合调动一般人的积极性。

特别是那些买得起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别墅的人群，对他

们来讲，花十多万元(每千瓦造价3万元左右)建光伏屋顶不算

什么。”石定寰说，“国家应该考虑这个因素，如果仅优先

支持学校、医院、政府机关等公共建筑，那么受惠面将受到

局限，将难以调动更广泛的用户参与到新能源的应用中来。

”他强调说，如果不落实上网电价政策，这个《暂行办法》

很难实施，必须真正让太阳能光伏发的电进入到主体电力网



中，增加太阳能发电量，才能真正促进光伏产业的发展。 罗

多在采访中也表示，《暂行办法》优先考虑学校、医院、政

府机关等公用建筑，这意味着光伏发电普及到民用建筑还有

一定困难，因为民用建筑白天发电，晚上用电，而公用建筑

是白天才用电，不牵扯到并入大电网的问题。因此，如果不

能将光伏建筑发的电上输到电力网，势必会阻碍《暂行办法

》的推广。这样来看，将来上网电价法出台是一定的，应该

说上网电价是促进光伏产业发展最好的手段。此外，《暂行

办法》太强调装机容量，忽略了发电量，这也不利于BIPV的

进一步推广。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