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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关

于 2018 年光伏发电项目价格政策的通知》( 发改

价格规 [2017]2196 号 )( 下文简称《通知》)，对

2018 年光伏市场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

1 调整后不同项目电价的详细说明

对于不同类型的光伏项目，《通知》中分别

给出了 2018年执行的上网电价，归纳如表 1所示。

为简化说明，表中“2017 年旧电价”是指 0.65 元 /

kWh、0.75 元 /kWh、0.85 元 /kWh 和 0.42 元 /kWh

的补贴；“2018年新电价”是指 0.55元 /kWh、0.65
表 1 不同项目类型执行的电价

项目类型 条件 电价 备注

1) 普通光伏电站

2) 集中式光伏扶

    贫电站

3) 地面分布式光

    伏电站 (农光、    
    渔光等 )

1) 进 入 2017 年

全国 14.4 GW 的

规模指标；

2)2018 年 1 月 1
日前备案；

3)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并网运行

2017 年

旧电价 要抢

“6•30”

不满足上述任何

一条

2018 年

新电价

1) 屋顶分布式光

    伏项目

2) 户用光伏电站

2018 年 1 月 1 日

前并网运行

2017 年

旧电价 要抢

“12•31”2018 年 1 月 1 日

后并网运行

2018 年

新电价

1) 村级光伏扶贫

   电站 (≤0.5 MW)
2) 户用分布式光

   伏扶贫项目

到 2018 年底
2017 年

旧电价
不用抢

元 /kWh、0.75 元 /kWh 和 0.37 元 /kWh 的补贴；

下文相同。

1.1 普通光伏电站：经历最后一个“6•30”

项目要获得 2017 年旧电价，需要同时满足

以下 3 个条件：

1) 进入 2017 年全国 14.4 GW 的规模指标；2) 

2018 年 1 月 1 日前备案；3)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

并网运行。

上述 3 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做不到任何一

个，都要执行 2018 年新电价。

因此，对于普通光伏电站项目，2018 年还

要抢“6•30”。然而，2018 年是最后一个“6•30”，

2019 年再没有“6•30”。《通知》中明确提出：“自

2019 年起，纳入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的光伏

发电项目全部按投运时间执行对应的标杆电价。”

鉴于 2018 年国家的规模指标目前已经发放，因

此，2019 年全部项目的电价将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时间节点。

由于地面分布式光伏电站执行与普通光伏

电站相同的备案政策，因此，执行相同的电价

政策。

1.2 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未单列

特别要注意的是，《通知》未将集中式光伏

扶贫电站单独列出，说明未给予这类项目单独的

政策。据扶贫办的相关领导介绍，只有 2016 年

扶贫办和国家能源局在“国能新能 [2016]280 号”

文件中联合下发的 2.98 GW 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

能享受光伏扶贫的优惠政策，如补贴提前发放的

电价调整对 2018 年光伏市场影响的探讨
  北京先见能源咨询有限公司 ■ 王淑娟

专 题 报 道

2018.01印刷.indd			22 2018-1-24			14:10:17



SOLAR ENERGY 01/2018
23

政策。预计 2017 年之后的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

补贴发放问题要依靠地方政府解决。

因此，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执行的政策跟普

通光伏电站相同。

1.3 分布式光伏项目：以2017年“12•31”为节点

《通知》在“附件：2018 年全国光伏发电上

网电价表”的备注中明确指出：“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投运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上表中补

贴标准执行。”

因此，全部类型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均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并网为时间节点，无论何时

备案，只要并网在此之后，则“自发自用、余

量上网”型分布式光伏项目，一律执行 0.37 元 /

kWh 的度电补贴；“全额上网”型分布式光伏

项目一律执行“2018 年新电价”。

1.4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及户用分布式光伏扶贫项

目：电价不调整

光伏扶贫是政治任务，因此此次电价未进行

下调。

《通知》明确提出，村级光伏扶贫电站继续

执行 0.65 元 /kWh、0.75 元 /kWh、0.85 元 /kWh

的标杆电价；户用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继续执行

0.42 元 /kWh 的度电补贴。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给村级电站加了个容量

限制，即 0.5 MW(500 kW) 及以下。

2 调整电价对于项目收益的影响

光伏项目标杆电价调整后，如果项目投资不

能降低到一定水平，项目收益肯定会下降。

2.1 当项目投资不变时，收益率下降情况

以 6500 元 /kW 造价为例，采用新标杆电价，

即平均下调 0.1 元 /kWh 后，对 3 类资源区的光

伏项目的收益率影响进行计算。计算前提如下：

1) Ⅰ类资源区：电价由 0.65 元 /kWh 调整到

0.55 元 /kWh；虽然太阳能资源很好，但考虑到

限电的影响，发电量无法达到预期水平。根据相

关规定，对Ⅰ类资源区的保障小时数为 1500 h，

因此首年满发小时数采用 1400 h、1500 h、1600 

h 来进行计算。

2) Ⅱ类资源区：电价由 0.75 元 /kWh 下调到

0.65 元 /kWh；资源跨度比较大，选择最具代表

性的、首年满发小时数以 1200 h、1300 h、1400 

h 来进行计算。

3) Ⅲ类资源区：电价由 0.85 元 /kWh 下调到

0.75 元 /kWh；资源较差，选择首年满发小时数

以 1100 h、1200 h、1300 h 来进行计算。

在上述条件下，电价调整后，项目融资前全

投资内部收益率 ( 以下简称“收益率”) 变化情

况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以看出：

1) 根据项目的发电量情形不同，Ⅰ类资源区

内项目收益率下降 2.2%～2.4%；Ⅱ类资源区内

项目收益率下降 1.9%～2.1%；Ⅲ类资源区内项

目收益率下降 1.7%～2.0%。

2) 电价调整前，3 类资源区的收益率基本

在 8% 以上；调整后若保持现有投资，则Ⅰ类、

Ⅱ类资源区内收益率基本在 6%～8% 之间，低

于行业基准收益率 8%；Ⅲ类资源区内收益率在

6.5%～9% 之间，首年满发小时数低于 1200 h 的

地区， 收益率低于行业基准收益率 8%。

2.2 保证收益率不变时，投资需要下降的幅度

若以 2018 年新电价执行项目，要达到与之前

项目收益相同，项目总投资必然要下降。那电价

下调后，下降多大幅度才能保障项目收益相同呢？

图 1  3 类资源区电价下调后收益率变化

12

11

10

9

7

4

8

5

6

收
益
率

/%

小时数 /h

8.27

9.59

10.88

10.09

7.99

5.84

8.99

6.73

9.98

7.60

8.94

6.96
7.77

5.90

0.55 元 /kWh 0.65 元 /kWh
0.75 元 /kWh 0.85 元 /kWh

1100 14001200 15001300 1600

6.57

专 题 报 道

2018.01印刷.indd			23 2018-1-24			14:10:18



SOLAR ENERGY 01/2018
24

采用 8% 的基准收益率为测算基础，对保证

收益相同时不同资源区的投资下降水平进行了测

算，如图 2 所示。

后，3 类资源区的项目要保持 8% 的收益率，对项

目可承受的最高总投资进行反算，则：Ⅰ类资源

区的初始投资要下降 1130～1280 元 /kW，Ⅱ类资

源区的初始投资要下降 970～1130 元 /kW，Ⅲ类

资源区的初始投资要下降 890～1050 元 /kW。

2) 当项目投资下降到 5500 元 /kW 以内时，

Ⅰ类资源区内首年满发小时数能达到 1400 h 以

上的项目、Ⅱ类资源区内首年满发小时数能达到

1200 h 以上的项目均具备投资价值；当项目投资

下降到 5700 元 /kW 以内时，Ⅲ类资源区内首年

满发小时数能达到 1100 h 以上的项目均具备投

资价值。

综上所述，不同资源区内，光伏项目在电价

下调后要达到相同收益时，投资应该下调的幅度

如表 2 所示。

图 2  3 类资源区保证收益不变的投资下降幅度

表 2 不同资源区达到相同收益时的投资下调幅度

资源区 测算的首年满发小时数 /h 达到相同收益时投资下降幅度 / 元 •kW-1达到 8% 收益时总投资预期 / 元 •kW-1

Ⅰ类资源区 1400、1500、1600 1130～1280 <5500

Ⅱ类资源区 1200、1300、1400 970～1130 <5500

Ⅲ类资源区 1100、1200、1300 890～1050 <5700

由此可见，项目执行新电价时，要达到与旧

电价相同的项目收益，在不同的资源水平下，总

投资要下降 890～1280 元 /kW，即平均降幅在

1000 元 /kW 左右。

目前，光伏系统成本中的钢材、电缆、混凝

土等辅材价格都处于上涨态势，人力成本也处于

上涨态势。因此，系统成本下降主要依靠两个方

面：第一，成本中占比最大的组件成本的下降；

第二，非技术成本的下降 ( 土地、屋顶租金、送

出、路条费等 )。而非技术成本短时间内很难下降，

如此，成本下降应该主要依靠组件成本的下降。

根据目前组件的成本构成，个人认为，电

池片、组件环节的利润已经很低，未来组件成本

的下降主要取决于利润较高的硅料环节和硅片环

节，尤其是硅料价格的变化。

考虑到目前硅料、硅片企业的订单比较饱

满，下游应用市场的供需关系传递到上游大概

需要约 2～3 个月的时间，因此，预计硅料价格

的变动需要在 2～3 个月以后。

目前，主流光伏组件的价格约为 2750 元 /

kW。考虑到“6•30”抢装因素，“6•30”前组

件价格肯定没有 1000 元 /kW 的降幅，因此，以

2018 年新电价并网的项目收益肯定要下降。

3 调整电价对于 2018 年市场预期的影响

3.1 对于地面电站的影响 (普通电站、集中式扶

贫电站、地面分布式电站 )

3.1.1 2017 年的项目抢“6•30”

2017 年一共有 14.4 GW 的集中式光伏电站

指标，其中，7.2 GW 以上给了集中式扶贫项目。

由于在 2016 年的指标分配过程中，多省

采取了“先建先得”的办法，造成大量已经建

从图 2 可以看出：

1) 在不同的首年满发小时数下，当电价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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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电站无指标。2016 年底紧急增补了一批，

但仍有大量开建、建成的无指标的项目。如河

北省、山东省获得 2017 年指标的项目，大量

是“6•30”前并网，或是已经开工、2017 年

底能并网的项目。

根据之前的分析，全国存在 6 GW 以上已建

成但无指标的项目。因此，2017 年 14.4 GW 的

指标结转到 2018 年并网，即需要抢“6•30”的

项目约为 8 GW 左右。

3.1.2 2018 年的项目抢“12•31”

由于 2019 年无“6•30”，因此进入 2018 年

13.9 GW 规模指标的项目会出现抢“12•31”的

状况。然而，需要考虑以下 4 个因素：

1) 很多省份 2017 年底的指标分配尚未完。

2017 年春节在 2 月中旬，“6•30”之前有多个重

要事项，国家层面的“两会”、领跑者和超跑者

项目招标、抢“6•30”并网，因此，大部分省份

2018 年的指标分配估计要到“6•30”后完成。

2) 需考虑到项目拿到指标后，要有半年以上

的时间开展土地、电网、环评等手续的办理，工

程及设备招投标，项目建设及并网等工作。

3) 采用新电价后，要在新电价基础上进行竞

价，由于“6•30”前投资无法降到预期水平，项

目无法达到各公司要求的 8% 基准收益率，会影

响业务的投资积极性。

4) 2019 年的电价调整幅度、设备价格走势

在 3个月前很难预测，且目前指标分配均采用“竞

争性配置”的政策。因此，投资商不敢在电价、

设备价格无预期的情况下贸然抢“12•31”。

因此，个人认为，2018 年 13.9 GW 的项目

在当年的并网量并不会很多，预计在 2～3 GW。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 2018 年并网的普通地

面电站约为 10 GW。

3.2 领跑者电价会创新低

2017 年 5.5 GW 的领跑者项目预计有 1 GW

要在 2018 年并网。

根据能源局文件，2018 年 8 GW 的领跑者

项目中，明确只有 5 GW 在 2018 年并网，1.5 

GW 要在 2019 年并网，剩余 1.5 GW 还未进行城

市分配，预计也要在 2019 年并网。

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的领跑者中标电价

比当时的标杆电价下降了 15%～44%，各基地平

均下降 15%～36%( 不含河北冬奥会走廊 )。

2018 年的领跑者基地中，各基地都提出了

竞标电价至少要低于标杆电价的百分比，如表 4

所示。

因此，受 0.55 元 /kWh、0.65 元 /kWh、0.75

元 /kWh 的影响，预计 2018 年的领跑者投标中，

电价会创新低，可能在格尔木、德令哈、达拉特

旗出现 0.4 元 /kWh 的超低电价。

技术方面，两类降本增效的手段将在领跑者

中受青睐：1) 采用高效组件、双面组件，从而降

低 BOS 成本；2) 采用跟踪支架、可调支架，从

而提高发电量。

表 3 第二批领跑者项目中标电价概况

基地名称 项目个数
中标电价 / 元 •kWh-1 标杆电价

元 /kWh
降幅 /%

最低 最高 平均 最高 最低 平均

内蒙古乌海 7 0.45 0.58 0.513 0.80 44 28 36
内蒙古包头 11 0.52 0.63 0.569 0.80 35 21 29
山西阳泉 12 0.61 0.88 0.748 0.98 38 10 24
山西芮城 6 0.65 0.83 0.775 0.98 34 15 21
安徽两淮 12 0.71 0.81 0.776 0.98 28 17 21
山东济宁 6 0.83 0.83 0.830 0.98 15 15 15
山东新泰 5 0.83 0.83 0.830 0.98 15 15 15
河北张家口 14 0.85 0.85 0.850 0.88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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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第三批领跑者基地承诺竞标电价门槛

序号 基地 目前标杆电价 / 元 •kWh-1 竞标电价门槛 折合电价 / 元 •kWh-1

1 青海格尔木

0.55
标杆电价下降 10% 0.495

2 青海德令哈 标杆电价下降 10% 0.495
3 内蒙古达拉特旗 标杆电价下降 12% 0.484
4 山西大同

0.65
标杆电价下降 10% 0.585

5 吉林白城 标杆电价下降 10% 0.585
6 山西寿阳

0.75

标杆电价下降 12%～15% 0.660
7 河北海兴 标杆电价下降 10% 0.675
8 陕西渭南 标杆电价下降 11% 0.675
9 江苏宝应 标杆电价下降 10% 0.675
10 江苏泗洪 标杆电价下降 10% 0.675

3.3 户用光伏项目

由于户用项目造价相对较高，在 2017 年旧

电价下，不贷款时项目收益仅有 8%～10% 左右；

在新电价下，户用项目收益会进一步变差。

目前，50%以上的户用项目以贷款模式开展，

而贷款的综合成本能达到 6%～7%，因此，户用

项目的收益已逼近贷款成本。由于户用光伏电站

对用户来说是作为投资品进行安装，收益的大幅

降低，甚至接近贷款成本，会导致投资积极性大

幅降低，因此，新电价对户用市场将是一个非常

大的打击。

然而，由于目前很多大企业都参与到了户用 

光项目的投资和推广当中，户用市场非常火爆。

因此，预期明年的安装量应该能达到 80 万套以

上，总规模在 6 GW 左右。

3.4 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

对于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的电价调

整，采取了不对称调整。

“全额上网”的调整幅度很大，对项目收益

影响很大，前文已经介绍过；“自发自用、余量

上网”的调整幅度低于预期，对项目收益的影响

在 0.6%～1% 左右，而这一模式的收益本来就很

好，降价后仍将保持非常高的收益水平。

电价调整后，在全国范围内，“自发自用、

余量上网”的综合电价远高于“全额上网”的

情况。

3.4.1 Ⅰ类资源区

图 3 为Ⅰ类资源区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

目两种模式的电价比较。

图 3 Ⅰ类资源区“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电价与“全额上网”对比

由图 3 可知，Ⅰ类资源区内，“工商业电

价 +0.37”比光伏标杆电价 0.55 元 /kWh 高出 0.34～

0.47 元 /kWh；“大工业电价 +0.37”比光伏标

杆电价高出 0.19～0.22 元 /kWh；“脱硫煤标杆

电价 +0.37”比光伏标杆电价高出 0.07～0.14 元

/kWh。

可见，在Ⅰ类资源区内，采用“自发自用、

余量上网”模式的电价会远高于采用“全额上网”

模式的电价。

3.4.2 Ⅱ类资源区

图 4 为Ⅱ类资源区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

项目两种模式的电价比较。由图 4 可知，Ⅱ类资

源区内，“工商业电价 +0.37”比光伏标杆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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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Ⅲ类资源区“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电价与“全额上网”对比

图 4 Ⅱ类资源区“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电价与“全额上网”对比

0.65 元 /kWh 高出 0.43～0.49 元 /kWh；“大工业

电价 +0.37”比光伏标杆电价高出 0.19～0.22 元 /

kWh；“脱硫煤标杆电价 +0.37”比光伏标杆电价

高出 0.02～0.12 元 /kWh。

可见，在Ⅱ类资源区内，采用“自发自用、

余量上网”模式的电价同样会远高于采用“全额

上网”模式的电价。

3.4.3 Ⅲ类资源区

图 5 为Ⅲ类资源区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

目两种模式的电价比较。

可见，在Ⅲ类资源区内，采用“自发自用、

余量上网”模式的综合电价同样基本高于采用“全

额上网”模式的电价。

3.4.4 综合分析

分布式光伏项目两种模式的优缺点为：

1)“全额上网”：全部与电网结算，风险低；

但项目收益差。

2)“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结算风险受制

于用户信誉，但项目收益远超“全额上网”。一

是因为在全国范围内，出现“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电价远高于“全额上网”( 如图 3～图 5)；另外《关

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 发改

能源 [2017]1901 号 ) 的实施，也更有利于“自发

自用、余量上网”模式，尤其是“由电网作为第

三方帮助结算”的提法，若能实施将消除结算风险。

在 2017 年及以前，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主

要以“全额上网”的形式开展，未来“自发自用、

余量上网”的比例将大幅上升。这一结论主要鉴

于以下 3 个原因：

1) 电价调整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时间节

点，不会产生抢装；

2) 由于“全额上网”分布式光伏项目收益变

差，部分地区在调整后收益无法达到 8% 的投资

标准，此类项目投资会受重大影响；

3)“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收益高，但受制

于业主的信誉水平，个人认为快速扩张相对困难。

因此，个人认为，2017 年的工商业屋顶分

布式光伏的规模很难实现翻番，预计在 10～12 

GW 左右。

3.5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及户用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

此类项目电价不调整，但会从设备降价中受

益。这类项目是此轮电价调整中受益最大的项目

类型，然而，此类项目的总规模受到国家下发的

规模指标影响。2017 年 12 月 29 日，国家能源

局下发了第一批 4.186 GW 的村级光伏扶贫，要

求地方政府进行全投资。考虑到地方政府实际的投

资能力，预计 2018 年村级扶贫建成在 4 GW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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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 可知，Ⅲ类资源区内，“工商业电

价 +0.37”比光伏标杆电价 0.75元 /kWh高出 0.33
～0.50 元 /kWh；“大工业电价 +0.37”比光伏

标杆电价高出 0.14～0.41 元 /kWh；仅在贵州等

7 省区，“脱硫煤标杆电价 +0.37”比光伏标杆

电价略低，且在 0.04 元 /kWh 以内，但在其他 9

个地区，高出 0～0.09 元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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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综合分析

1) 对于地面电站的影响 ( 普通电站、集中式

扶贫电站、地面分布式电站 )：抢“6•30”的项

目规模约在 8 GW；抢“12•31”的项目规模在 2
～3 GW。此类项目总规模为 10 GW 左右。

2) 领跑者项目：可能会出现 0.4 元 /kWh 以

内的中标电价；高效组件、双面组件及跟踪式支

架将被采用，实现 LCOE 的降低。

3) 户用光伏项目：电价下调后收益变差仅

略高于贷款成本，将打击目前以贷款为主的推

广模式，影响户用光伏项目的爆发式增长。然而，

由于目前很多大企业都参与到户用的投资和推

广中，预期明年的安装量应该能达到 80 万套以

上，总规模在 6 GW 左右。

4) 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不对称调整

使“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的分布式效益远高于

“全额上网”，且受益于分布式电量交易试点的

推广，目前以“全额上网”模式为主的分布式市

场将被改变。

5) 村级扶贫 ( 含户用 )：此次调价的最大

受益类型，但规模受国家颁布的指标限制，预计

2018 年建成 4 GW 以内。

表 5 为 2018 年市场预测。其中，累计地

面电站为 17～18 GW，分布式项目为 21～23 

GW；分布式光伏的装机总量超过地面电站。

表 5  2018 年国内装机市场预测

项目类型 预测容量 / GW
1) 普通光伏电站

2) 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

3) 地面分布式光伏电站 ( 农光、

    渔光等 )

10

领跑者 6

户用光伏电站 6

工商业屋顶分布式 10～12

村级光伏扶贫 ( 含户用 ) 4

不限指标地区的地面电站 1～2

示范项目 1

合计 38～41

4 电价调整对企业的影响

4.1 对于补贴拖欠的担忧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2017 年 1～

11 月，风电发电量为 2717 亿 kWh ，光伏发电

量为 1069 亿 kWh，同时考虑 600 亿 kWh 以上的

生物质发电，则 2017 年 1～11 月，风电需要补

贴 500 亿元以上，光伏需要补贴 530 亿元以上，

生物质需要补贴约 150 亿元；同时，风电、光

伏的接网工程补贴需要 35 亿元以上。因此，1～

11 月所需的可再生能源附加总补贴额在 1210 亿

元以上。1～11 月，第二、三产业的总用电量为

48239 亿 kWh，理论可征收 916.54 亿元可再生

能源附加。然而，实际历年的可再生能源附加年

征收额不足 700 亿元。

目前，可再生能源附加的资金刚能覆盖住前

6 批补贴目录中的项目所需要的补贴；2017 年

11 月又紧急增补了 6.7 GW 的光伏扶贫项目的补

贴。由此可见，除光伏扶贫以外，未进入前 6 批

目录的光伏项目补贴拖欠问题将更加严重。

4.2 补贴拖欠对于企业的影响

对于实力雄厚的央企、国企，拖欠补贴为“应

收账款”，对企业影响不是很大。然而，对于一

些对现金流依赖程度高的民营企业则影响重大。

一些民营的投资商甚至表示希望电价降幅

更大。因为电价下调幅度大了，补贴的占比就

少了，自然倒逼上游设备制造端下降，现在上

游还存在下降空间。降不到预期价格，投资商

是不会投资的。投资企业可以不投资，但设备

企业不能不生产，价格必然下降，何况这些企

业在 2017 年都进行了扩产，这些产能将在 2018

年释放。

若电价下降幅度更大，补贴占比少，拖欠影

响小，民营企业的现金流就会好一些。电价高，

设备价格也高，利润只在设备制造端；电价低，

补贴占比低，投资企业更好过。现在电价再高，

对于一些民营企业而言都是虚的，因为它们很可

能在补贴到位前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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