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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鑫新能源將積極推動光伏

發電技術進步與應用推廣。

龍頭視野

行業趨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羅縈韻）亞洲光伏產業協
會聯席主席、協鑫集團董事長朱共山日前接受本報
專訪時表示，儘管全球光伏產業還會面臨短時間的

調整期，但未來仍將持續增長，料今年新裝機量將達44GW。從目前光伏產業的
發展格局看，他認為必須提升光伏行業標準，提高准入門檻，為產業健康發展開
拓行業組織間多邊合作。
作為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新興行業之一，光伏產業誕生本身就是科技創新的
成果。朱共山指出，光伏行業的進步離不開各種先進技術的互動和良性競爭，晶
矽技術、薄膜技術、高效砷化鋰電池技術，以及聚光光伏技術等百家爭鳴、百花
齊放的創新格局，有利於光伏產業的健康發展。
朱共山預期，今年全球光伏市場需求將保持高速增長趨勢，達到44GW左右；
而到2018年該數值將增加到近80GW。面對旺盛的市場需求和巨大的行業發展潛
力，朱共山強調，光伏行業只有基於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密切結合，積極推動光
伏產業技術進步與應用推廣，才能在能源消費結構調整中加速實現綠色能源對化
石能源的逐步替代，為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居環境優化貢獻更大的力量。
目前全球光伏市場的格局已經從原來的歐洲一枝獨秀發展到全球百花齊放，全
球光伏產業競爭合作的範圍日益廣闊，推動了全球範圍內的技術交流、產業進步
和跨地區合作。而亞洲光伏企業更應與全球光伏同業共同合作，積極佈局，引領
產業健康發展。
事實上，朱共山較早前在上海出席全球光伏行業協會會議時已提議，要加強光
伏行業准入規範，提高產品標準體系建立，完善檢測認證水準；加快實施強制性
標準，淘汰落後產能；引導產業轉移，支持兼併重組。同時，做好擴大市場的配
套服務，提升增值服務價值，解決融資問題。他還呼籲全球自由貿易和公平競
爭，避免貿易壁壘，加強行業技術研發、市場開拓、金融互助等方面合作。
作為新興產業，朱共山認為，光伏固然需要政策的扶持和補貼，但一個產業的
長遠健康發展，還必須「練好內功」，以不懈的技術革新和產業升級、管理改
進，不斷降低成本、凸顯性價比，實現平價上網，成為社會乃至普通民眾的理性
選擇和生活必需品，光伏產業才能迎來穩定可持續的大發展階段。
目前，亞洲光伏產業，特別是中國光伏發展中存在的兩大問題就是如何加快產
業整合和搭建投融資平台。對此，朱共山認為，通過兼併重組，能有效解決產能
過剩問題，加速完成產業整合，避免無序競爭，使有競爭力的光伏企業實現跨越
式發展，提升整個光伏產業水準。「只有當大批無競爭力企業退出市場之時，才

是光伏產業健康發展之日，整合的意義非同一般，整合的時間越快越好。」
他強調，投融資問題必須解決，才能使有競爭力的光伏企業有能力擴大市場份
額。沒有金融支持，光伏產業就難言發展，而且資金的需求是巨大的、長期的。
隨國際資本和國內資產管理的介入，他預計未來三年會出現集中度非常高的企
業。
在朱共山看來，在中國及新興市場政策推動下迎來的光伏復甦來之不易，中國

及亞洲光伏製造業應該借機調整，以技術和商業創新，提升產業層次。他希望，
亞洲和全球各行業協會之間未來可增進相互學習和深度交流，建立更多的戰略合
作關係，共同開拓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

朱共山：提升行業標準促光伏健康發展

專家觀點
2014 年被認

為是中國分佈
式光伏發展元

年。國家能源局制定的2014年光伏裝機目標為
14GW，當中有8GW要通過分佈式發電實現。
儘管市場擔心分佈式光伏要完成8GW的目標
存在難度，但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國際能
源研究所所長王進表示，目前困擾相關行業發
展的問題有望在5、6月份取得突破性進展。
在關鍵性難題解決後，預計第二季度分佈式

光伏裝機量將有所上升，第三季度將進入快速
發展期，第四季度以後有望迎來爆發式增長。
與此同時，國家發改委本月21日發佈首批80
個基礎設施等領域鼓勵社會投資項目。據了
解，80個項目中有36個集中於清潔能源領域，
其中太陽能發電領域分佈式光伏示範區項目就
多達30個，成為首批項目中的最大亮點。中國
資源綜合利用協會一位專家對此認為，「只要
政策足夠重視，且出台的應對措施得力，相信
國內分佈式光伏市場的春天仍在日益臨近。」
國家發改委國合中心國際能源所所長王進較

早前亦建議，各地應及時出台支持分佈式光伏
的法規辦法，目前已有浙江、廣東、山東等地
率先推出；分佈式光伏的並網、備案等問題涉
及能源局、住建部、環保部、消防管理局等多
個部門，應建立部際之間的協調機制，使宏觀
支持政策明細化；考慮第三方備案、集中處
理、簡化驗收手續等模式解決投資人的商業確
定性問題；最後，鼓勵金融創新支持分佈式發
展，引進社會資本投到光伏行業中來。
針對光伏行業融資難的問題，王進表示，已
有相關的保險產品正在向保監會報備的過程中。
預計5、6月份，相關保險企業就會公佈具體產
品的信息。隨保險制度的完善，銀行也將降低
光伏電站尤其是分佈式光伏的融資難度。
上述專家也指出，國家相關部門針對企業融
資難問題展開了多輪調研，對於企業最為看重
的政策金融機構貸款中存在的問題也做過全面
摸底，預計很快將出台一系列指導意見來化解
問題。此次30個分佈式光伏示範區被列入首批
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項目，就是政策方積極推動
分佈式發電拓寬融資渠道的一次姿態顯示。

協鑫新能源

朱共山介紹，協鑫集團日前通過保利協鑫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收購的森泰集團有限公司已正式更名為

協鑫新能源。他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談到了協鑫新能源
的未來發展戰略，他指出，光伏原料製造和光伏發電
無論在運營方式、管理團隊、技術和盈利模式方面都
有重大區別。所以此次將協鑫集團旗下光伏上游產
業與光伏電站的投資、運營分開，通過兩個上市平台
來整合資源，專業化經營，將令公司業務策略更加清
晰。
更名後的協鑫新能源將成為全球領先的專注從事太
陽能、節能、儲能與智慧微電網、雲數據的分佈式清
潔能源投資商，公司將通過高度互動的系統材料採購
平台，精準的全球電站運營監控系統，最為全面的金
融配套服務，以及更為人性化的操控系統，為客戶提
供更加簡潔高效的一站式新能源服務。
據朱共山介紹，協鑫新能源由在電力行業多年營運
及管理經驗的唐成擔任董事會主席、總裁，由在國電
系統擁有多年開發建設管理經驗的顧新擔任執行董事
和總裁。「我們將協鑫集團中最好的人才和最優質的
資源都給了協鑫新能源，我們還從美國、台灣、新加
坡和內地引進了大批的專業人才和技術，打造更加國
際化的團隊。希望能通過各種資源的優化配置、商業

模式的創新、技術的領先和獨特的運維管理模式給社
會和股東帶來效益！」

擁有五大優勢
朱共山表示，協鑫新能源擁有五大優勢，包括領先

的科技、優秀的人才、運維方面的豐富經驗、良好的
基礎及先進的儲能、微電網管理技術。「保利協鑫在
多晶硅、長晶製造技術方面世界領先，原料的轉換效
率最高，質量最好，成本最低。我們用最高級的模組
以及和華為共同開發的最先進的管理系統來提升我們
的效率。協鑫集團是中國最大的私營電力公司，同時
我們也運營中國在美國最大的光伏發電站，這充分
表明協鑫集團擁有大批的人才、技術、市場及多年的
電站運維經驗。加上我們堅持用科技引領發展，將微
電網與互聯網相結合。保利協鑫的原材料、協鑫集團
的人才技術和科技引領發展，這些造就了協鑫新能源
獨特的業務優勢！」朱共山說。
他表示，去年起和華為共同研發全球最大的電站運

營系統方案，可將電站逆變器發出的直流電直接變成
交流電上網，無需經過回流箱，可大大降低這一過程
所造成的事故隱患。公司還將通過該系統建立全球最
大的數據中心，用最先進的互聯網系統和雲數據和無

人機共同管理電站。他指出，協鑫集團一直堅持差異
化競爭的戰略。「光伏電站一般在沙漠、丘陵、戈壁
和屋頂，暴露在自然環境下，且佔地面積非常大，如
果還用傳統的管理方式，哪裡壞了靠人去檢查，效率
太低了。所以我們用互聯網的速度還有先進的數據中
心去管理電站，我認為，數據中心才是支撐電站的中
心！協鑫新能源就是要做別人做不了的事情，這就是
差異化競爭！」
此外，他還希望能將太陽能電站變成養老產業，

「變成養老產業的意思，就是讓那些不想把錢單純的
投到房地產的人，把錢投到我們電站的一個系統或者
一個單元中去，由我們來管理、運營維護，相信電站
的年收益率可達13%以上。」他並表示，現時一般電
站的營運年期是20年，而通過先進的技術和管理，協
鑫新能源的電站可運營至35年以上。
朱共山最後表示：「展望未來，新能源尤其是分佈
式新能源的市場十分廣闊。協鑫新能源將抓緊國家政
策扶植帶來的機遇，充分利用母公司在光伏行業的經
驗優勢，憑藉科技的力量、創新的商業模式，致力發
展成為國際一流的清潔能源集團公司，擔當起引領能
源產業變革的重任，把綠色能源帶進生活，為人類社
會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

既是目前中國規模最大的非公有制電力集團，同時又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光伏原材料製造企業，協鑫（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正憑藉其獨

有的多重戰略性優勢，通過旗下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依靠領先的科技、全球專業管理團隊、以及創新性商業模式全力向以投資建

設光伏發電為主的新能源業務領域進軍。協鑫新能源名譽主席、執行董事朱共山日前表示，該公司要發展成為全球科技最領先的光伏發

電、儲能、微電網平台等投資建設運維管理集團，為改變能源結構做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辰燁

據內地OFweek
光伏行業研究中
心 最 近 出 版 的

《2014-2015年全球與中國光伏電站行業市場
研究及預測分析報告》顯示，目前全球光伏電
站裝機主要分佈在歐洲地區與亞洲地區，其中
歐洲居首位。
該報告顯示，2007年全球光伏電站新增裝機

容量僅為2.5GW，到2013年，全球光伏電站
年新增裝機容量已超35GW。而截至2013年
底，全球累計裝機容量達136.7GW，主要分佈
在歐洲地區與亞洲地區。歐洲光伏電站累計裝
機容量近 80GW，佔全球累計裝機容量的
58.49%，居全球首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光伏
電站累計裝機40GW，佔全球累計裝機容量的
29.33%，居全球第二位；美洲地區光伏電站累
計裝機佔全球的9.89%。
截至2013年底，德國光伏電站累計裝機容量

為35.72GW，佔全球的26.13%，是全球累計
裝機容量最大的國家；居第二位的仍然是意大
利，其光伏電站累計裝機容量為17.66GW，佔
全球的12.92%；中國累計裝機容量與意大利的
非常接近，暫居第三位，佔全球的12.69%；居
第四、五位的分別是日本、美國，分別佔全球
的9.26%和8.76%。其中，德國、美國、日本
光伏電站建設以分佈式發電為主，意大利、中
國光伏電站建設以大型光伏電站建設為主。
德國並網光伏發電應用市場份額的主要集中

在公寓、公共建築、農場等地方，約四分之一
的併網光伏發電集中在家庭住宅，裝機容量一
般在1-10kW，大型光伏電站的市場份額非常
小。美國光伏電站建設以分佈式發電為主，其
分佈式併網發電裝機佔光伏電站累計裝機的
52%。日本更是以分佈式發電為主，其分佈式
發電裝機佔全國累計裝機容量的95%以上。
意大利光伏電站建設以集中式並網發電為

主，其大型光伏電站裝機佔其全國63%的市場
份額，分佈式發電約佔37%。中國光伏電站建
設也主要集中在大型光伏電站方面，截至2013
年底，中國大型光伏電站裝機佔全國裝機的
64%，分佈式發電佔36%。

■朱共山在上海出席全球光伏行業協會會議時提出要加強光伏行業准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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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全球光伏發電領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