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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 淼

编者按：在龙年遭遇了十面埋伏的中国光伏业终于在蛇年开年见到了一丝曙光，订单回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利

好行情似乎都在预示：光伏企业最困难的日子终于快熬过去了。

但也别高兴太早。拖拖拉拉好几年都没缓过劲儿的中国光伏业在今年要吃的“苦”还有很多……

中国光伏拨云见日 蛇年预见妖娆美

伤不起的贸易战

近几年，中国光伏业日渐“低调”。

国际太阳能产业研究机构最新报告指出，2012

年，全球太阳能光伏需求为 29.0GW（GW 代表 10

亿瓦特），较 2011 年的 27.7GW 仅增长了 5%，为 10

年以来首次增幅低于 10%。

中国光伏产业自身的发展尤其不见好转，在欧

美“双反”大棒的夹击下，国内众多光伏企业经历了

龙年的贸易寒冬。2012 年，中国太阳能光伏产品

进出口总额为 289.5 亿美元，同比下降 32%。而在

国内市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2 年中国能源

消费结构数据，天然气、水电、风电、核电加在一起，

占全部能源消费的比重是 14.5%，比 2011 年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在新能源领域，光伏产业并没有受

到太多的关注。

不过，新的一年，中国政府高调提出了光伏“救

市”新政。有消息称，2012 年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

召开后业界热盼的光伏产业配套细则，将在今年第

一季度陆续出台。另外，日本、英国等海外市场出

现新一轮抢装潮，“股神”巴菲特宣布斥资百亿元人

民币第三次投资光伏电站项目……一系列措施和

企业动向让众多业内人士纷纷预期，光伏产业最坏

的日子就要熬过去了。

国内市场节后活跃

“节后已经开工，订单数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今年开年的形势还是不错的。”苏州瀚德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高级工程师赵川在电话中告

诉记者。

自去年以来，光伏产业利润率大幅下跌和资金

链断裂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有业内人士表示，大

部分企业的利润率已经降到 10%以下，光伏企业亏

损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但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国

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分布式发电规划、新一期的

金太阳工程等刺激计划，虽然政策落地仍是难题，

但起码表明了政府会出手相救的态度，从资本方面

给了投资者信心。

如今，似乎到了触底反弹的关键时刻。公开数

据显示，今年 1 月，无锡尚德公司、海润公司等 5 家

重点光伏企业内销 23.3 亿元，环比增长 37%，占当

月销售总额的 76%，环比提升 4 个百分点。

光伏产业订单的回升，从其上游原材料多晶

硅的价格上涨中，也有所体现。据悉，多晶硅价格

自 2011 年以来几乎就没有涨过，2012 年全年都呈

下降趋势。但今年 1 月份至今，其价格已上涨了

将近 20%。

中宇资讯方面也向记者证实，目前，国内多晶

硅参考均价为 137500 元/吨，2 月中旬以来一直处

于 上 涨 态 势，比 月 初 每 吨 上 涨 14375 元，涨 幅 达

11.68%。另据了解，在台湾地区，一线电池厂商已

计划将其产品价格提升 5%到 10%。同时，多晶硅

价格上涨也提升了硅料价格。

光伏太阳能网行情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春节前

一周，国内市场硅料价格大涨 5%至 7%。国产多晶

硅料一级料价格上涨 7 元/公斤，涨幅达 5.69%，二

级料价格上涨 8 元/公斤，涨幅比例 7.27%。据称，

一些光伏企业已经开始存货。

不过，业界也不能过于乐观。有消息显示，除

需求上升影响外，多晶硅价格大幅上涨与中国商务

部发起的“双反”调查不无关系。

据媒体报道，去年 11 月，中国商务部决定对

原产于美国、欧盟和韩国的多晶硅产品发起“ 双

反”调查。业内人士预计，商务部将对产自美欧

韩的多晶硅产品裁定征收 40%至 50%的惩罚性关

税 。 由 此 ，多 晶 硅 现 货 市 场 成 交 活 跃 ，价 格 上

升 。 但 是 2 月 20 日 ，商 务 部 在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宣

布，对原产于欧盟、美国、韩国的进口太阳能级多

晶硅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仍在进行中。商务部

的调查最晚将在立案后的一年半内完成。这一

表 态 使 连 续 上 涨 两 个 月 的 多 晶 硅 价 格 出 现“ 跳

水”的可能。

海外市场乍暖还寒

“光伏产业的回暖跟外部经济形势紧密连接，

如果今年欧洲和其他重要国家的经济回暖加速，光

伏产业的市场空间也将进一步拓展。”中科博览首

席运营官（COO）苏国宁对记者如是说。

苏国宁的看法并非没有依据。有报告显示，

2012 年，欧 洲 光 伏 总 需 求 为 16.48GW，占 全 球 近

60%的市场份额，低于 2011 年的 68%和 2010 年的

82%，但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春节

刚刚结束，欧盟委员会就对华光伏产品反倾销案

件举行了两场听证。有媒体引述江苏南京一家光

伏企业法务部人士提供的消息说，欧盟委员会正

在讨论要求欧盟海关从 3 月起对进关的中国光伏

组件（硅片、电池片及组件）进行登记，从而为追溯

征收反倾销税做准备，“很有可能从 3 月 8 日开始

登记”。

虽然欧盟内部目前对于是否向中国光伏产品

发起“双反”调查也产生了分歧，但未卜的前途仍然

令不少光伏企业对欧盟市场心存疑虑。因此，即便

订单回升为企业带来了一丝暖意，中国光伏产业是

否全面回暖仍有待欧盟“双反”调查结果。

好在，月有阴晴圆缺，在欧美市场频频受阻的

中国光伏业，却和非洲市场攀上了“交情”。 毋庸

置疑，非洲拥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尤其是撒哈拉

沙漠穿过赤道，是世界公认的地球上日照最多的

地区。加上非洲国家的能源基础薄弱，经济发展

带来的能源需求量日渐提升，发展清洁能源的呼

声也愈发强烈。2 月初，中国商务部发布的信息

显示，非洲成为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增长最快的新

兴市场。

当然，吸引中国企业的不只是非洲天然的投

资环境。据业内人士透露，非洲当地政府的招标

力度以及相对优越的投资环境、较低的市场准入

门槛和可观的市场潜力都让目前在欧美市场上屡

屡受挫的中国企业兴奋不已。而从国家层面，商

务部也建议中国光伏企业积极开拓非洲市场。不

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资光伏企业参与非洲

太阳能光伏项目的方式一般都是欧洲公司主导项

目开发，然后由他们寻找中国光伏组建生产厂商

提 供 太 阳 能 组 件 ，国 内 光 伏 企 业 并 没 有 独 立 竞

标。同时，融资也是一大问题。除南非等少数经

济较发达国家，非洲大多数国家的购买力都很低，

电价难以确定。

而除了非洲市场，苏国宁还提示，可以适当地

考虑目前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以及东欧国家的

市场。“据我们所知，这些国家对于新能源的兴趣比

一些传统贸易市场要浓厚得多。”他说。

行业颓势能否逆转

除了海外市场，中国光伏产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也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不少业内人士指出，2013

年全年，光伏产业仍将处于深度调整期。

“2013 年，光伏产业不会有太大的好转。”盛朗

永旭新能源技术开发（北京）有限公司战略总监任

新兵对记者表示，从全年的趋势来看，行业内外的

相关企业并购和一些小企业的转产或倒闭会更加

频繁。当然，中国国内总体装机容量还是居世界前

列，光伏产业的好转要依托国内大环境的改善。“不

同的光伏企业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寻找出路，眼下要

先求生存，后谋发展。”他说。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2013 年，光伏产业去产

能化及产业整合将并行出现，行业全面回暖可能要

推迟到 2014 年。

苏国宁告诉记者，在国内，由于前几年资本

的热捧以及国家政策的偏向，企业耗费了大量的

资源来推进光伏产业发展。但是，在全球金融危

机 的 背 景 下 ，新 能 源 受 到 的 影 响 比 传 统 能 源 要

大，而新能源里首当其冲的就是成本较高的光伏

发电产业。

“我个人认为，光伏企业今年的发展仍旧困难，

因为前两年的扎堆儿发展，行业产能过剩，供大于

求，全行业仍将面临优胜劣汰的问题。”赵川说，“未

来几年，整个行业将出现马太效应，好的企业做大

做强，部分企业通过融资和并购等形式被国家控制

在可控范围内，而落后的企业很有可能通过行业洗

牌而被淘汰。”

贸易战一直是笼罩在中国光伏产业头顶上的

一片阴云，但这片阴云遮住的不仅仅是中国光伏

企业，对中国光伏业实施“双反”的国家及其企业，

其实也在自食“苦果”。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光伏电池和组件产品占

比很大，产品优势明显。如果站在企业的角度，面

对羽翼渐丰的竞争对手，希望通过贸易保护来为

自己获取更大的竞争优势本无可厚非。但若着眼

大局，就会发现得不偿失。

“双反”的大棒当然会使中国企业利益受损，

但往往也能倒逼着企业在节能降耗、技术提升上

多下功夫。事实上，中国光伏产业目前在欧美等

海外市场上遇到的阻碍，也是中国诸多外向型产

业过去乃至今后可能遇到问题的缩影。心态好的

企业似乎可以将其当成闯关国际市场必经的成人

礼，只要静下心来做好自己，企业反而会借势成

长。但对“双反”的施加国来说，盲目设槛难免过

于短视。殊不知，“双反”是一记七伤拳，用不好也

会自伤其身。

以欧盟对中国光伏业发起“双反”调查为例，

就有研究机构发布调查报告指出，欧盟对中国光

伏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将导致欧盟消费者对光

伏产品的安装及相关服务需求大量减少，从而减

少就业机会，尤其是光伏产业链上除生产以外环

节的就业机会。如果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

20%的惩罚性关税，将导致欧盟在惩罚措施实施 3

年内失去 17.55 万个就业机会，3 年内损失 184 亿欧

元的“附加值”；而如果税率达到 60%，欧盟失去的

就业岗位和“附加值”将分别达到 24.2 万个，以及

272 亿欧元。

最关键的是，贸易战不仅害人害己，还将威胁全

行业的发展。如果世界重要的光伏大国的行业企业

都把心力投入到解决繁琐拖沓的贸易争端中，怎么

还能有更多的心思提高整体产业的发展水平？长此

以往，势必严重阻碍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步伐。

其实，光伏业的发展远未像人们想象的那般成

熟，市场留给不同企业的空隙还很大。虽然大家各

自都有数不清的困难，但如果不是彼此掣肘，而是

一向以产品见长的中国企业能与技术和经验丰富

的欧美企业携手，那么，就能达到合则两利的效

果。只是，道理谁都懂，牺牲，谁都不愿去做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