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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 attaches importance to alternative energy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is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From development of photo-
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in Zhejiang province, “five-in-one” innovation pilot project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has been carried out since 2012. And Jiaxing seized the 
opportunity as a pilot city to successfully popularizing residential rooftop photovoltaic power sta-
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d basic situation of Jiaxing residential rooftop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work achiev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Besides government subsidies, we found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fforts for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al chain core tech-
nologies such as smart grid, energy storage concerning reverse manufacturing through indus-
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should be further promoted. Jiaxing belongs to photovoltaic 
power third category basically without abandoning electric phenomenon due to polysilicon cell. 
Jiaxing’s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of distributed residential rooftop photovoltaic power 
plant installation, operation, maintenance, concerning financial and market issues, business mod-
el was discussed, to promot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green energy in Jiaxing, Zhejiang 
and even our country.  

 
Keywords 
Emerging Industry, Residential Rooftop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Alternative Energy,  
Installed Capacity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jlce
https://doi.org/10.12677/jlce.2018.72006
https://doi.org/10.12677/jlce.2018.72006
http://www.hanspub.org


祝梦燕 等 
 

 

DOI: 10.12677/jlce.2018.72006 51 低碳经济 
 

新兴光伏产业现状分析及对嘉兴未来 
发展的启示 

祝梦燕1，李  斌1，杨吓逢1，谢红丽1，楚晓晨1，朱紫燕1，翟  柔1，翁轶能1，刘  辉1， 
汪  磊1，李  雯1，程盼盼1，吴伊静1，唐天明1，苗宸康1，李  真1，张  奕1，冯  月1， 
王宏伟1，毛戈平1，孙  羽1，王梦婷1，韩  煦1，何以平2，董天翔3，孟凡昌4 
1嘉兴学院，浙江 嘉兴 
2浙江优太新能源有限公司，浙江 嘉兴 
3浙江蔚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嘉兴 
4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浙江 嘉兴 

 
 
收稿日期：2018年5月4日；录用日期：2018年5月21日；发布日期：2018年5月28日 

 
 

 
摘  要 

随着国家对新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视，光伏发电产业越来越被世界认可。从浙江省光伏发电产业的发展来

说，自2012年以来开始进行光伏发电产业“五位一体”的创新综合试点；而嘉兴抓住作为试点单位的这

个千载难逢契机，大批量地成功推广民居屋顶光伏发电站。本文分析嘉兴民居屋顶光伏发电站的基本现

状、工作成效及存在问题，发现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应进一步推进产业链上下游智能、储能、逆向制造等

核心技术的产学研结合自主研发力度，探讨处于三类地区、基本不存在弃电现象、以多晶硅为主的嘉兴

市分布式民居屋顶光伏发电站安装、运行维护及其金融、市场、商业模式的发展对策，以推动嘉兴、浙

江乃至我国的创新型绿色能源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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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家对新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视，光伏发电产业越来越被世界认可。光伏发电是指利用太阳光辐

射能通过光伏效应直接转换为电能的技术，是一种可再生的无污染的发电方式。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

基本结构即独立发电系统主要由太阳能电池阵列、蓄电池、逆变器及负载等几部分组成[1]。光伏发电具

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优点。1) 可以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太阳能辐射和土地空间资源，解决我国能源供应问

题；2) 太阳能光伏发电不经历燃烧过程，不发生物质形态的转变，可降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护我

国的环境；3) 具有地域和空间适应度强的特性，有多种利用方式如：屋顶光伏系统、荒漠电站等；4)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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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解决边远地区“供电难”的问题；5) 可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聚集人才、资金，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已与美国相当[2]；2017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 43.6 × 

108 t 标准煤，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分别占比 62.0%、18.3%、6.4%。我国长期以消耗煤、石油等化石

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支撑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因此成为二氧化碳排放首位大国

[3]。 
据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oint Research Centre, JRC)及欧洲光伏工业协会(European Photovoltaic Industry 

Association, EPIA)预测，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占到 30%以上，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世界总

电力供应中达到 10%以上；2040 年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占 50%以上，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世界总电

力供应中达 20%以上；到 21 世纪末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占到 80%以上，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世界总

电力供应中达到 60%以上[4]。而欧洲光伏工业协会(EPIA)及国际能源组织(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均不约而同预测认为，2020 年世界光伏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 1% [5]。新能源产业发展已成为我国实

现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对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重要意义。 

2. 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2.1.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亚太市场占据了全球 59%的光伏市场份额[6]。2012 年光伏产业发展低谷之后，

全球光伏产业迎来了新一轮增长，光伏项目储备量进一步增加。截至 2013 年年底，国内在产多晶硅大型

企业由年初的 7 家增至 15 家，多数光伏电池骨干企业扭亏为盈，主要企业第四季度毛利率超过 15%，部

分企业全年净利润转正。光伏行业发展逐步回暖，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技术应用水平不断提高，创新驱

动效应也愈渐明显。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光伏组件的性能也日趋成熟与强大。云南某个离网项目的组件，在使用

20 年后，衰减率为 7.7%；安装在青海的一个光伏项目的组件，在使用 24 年后，衰减率仅为 7.0%。这些

老组件虽年代久远、风吹日晒，却仍然保持着出色的性能，不仅正常运转，而且衰减率也低得超出预期，

因此光伏组件性能衰减与否与人为控制与保护也密不可分。就目前而言，光伏组件质保 25 年甚至 30 年

是完全可行的。除此之外，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低介电常数的封装材料制作新的光伏组件，能使组件的

功率衰减控制在 2%以内，完全具有抗潜在诱导衰减的性能，从而使光伏系统的寿命在效率保持的情况下

更为长久。 
与德国、美国、日本光伏发电推进政策相比，我国在可持续性、中长期预测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从

“十二五”光伏产业发展情况看，光伏装机增速远远超过国家规划。在《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

划》中，2015 年的光伏并网装机预期目标仅为 21 吉瓦(Gigawatt, GW)。而到 2015 年底，光伏并网装机

为 43.2 GW，远远超出“十二五”规划预期。同样，在《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2020 年

的光伏并网装机预期目标为 105 GW。然而，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2017 年上半年光伏装机达到

24.4 GW，2017 年上半年分布式新增装机 7 GW；2016 年全年的新增光伏装机容量也达到了 34.2 GW，

可以预见“十三五”光伏最终安装量也将大大超过最初预期目标。因此，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可再生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指导意见》，下达 2017~2020 年光伏指导装机规模合计 86.5 GW，分布

式装机不受规模限制。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受益者是整个社会，因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正外部性使其获得国家支持和鼓励[7]。

我国光伏产业原材料的发展主流是硅基电池，非硅基的薄膜电池目前只占到我国光伏电池产量的较少一

部分。在硅基电池的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大量的太阳能级多晶硅和单晶硅，而多晶硅等的生产又要用

到大量的工业硅(金属硅)。就上游多晶硅产业来讲，2015 年我国多晶硅产量为 1.65 × 105 t，成为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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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国，占世界多晶硅产量的 48.5%；同时涌现出当地政府对光伏发电有额外补贴政策的

嘉兴模式。光伏市场目前仍是一个政策市场，激励政策的变化对光伏市场和企业影响巨大[8]；且光伏发

电的广义收益大于广义支出[9]。 

2.2. 德国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最早在 1991 年和 1999 年，德国就提出“1000 个屋顶计划”和“100,000 个屋顶计划”；2000 年以

后，德国政府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法、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更是促进了光伏发电在 21 世纪的大规模

运用。由世界各国 2003~2013 年的光伏发电量可知，2013 年德国光伏发电量为 30 太瓦时(Terawatt-hours, 
TWh)，全球光伏发电量为 124.8 TWh，德国光伏发电量占全球光伏发电量的 24%。然而其他光伏大国如

日本、中国和美国，2013 年的光伏发电量仅约为德国的 1/3。德国 2013 年累计光伏装机量为 35.95 GW，

全球为 139.64 GW；德国光伏装机量占全球光伏装机量的 25.7%。通过以上数据可知，截至 2013 年，德

国光伏发电量及累计装机量均位居世界首位且约占全球 1/4，领先其他任何国家。而就德国电力供应而言，

2013 年德国国内 140 万个光伏电站产生的 30 TWh 发电量，占全国当年用电总量的 5.7% [10]。在低电压

配电网络中，屋顶光伏系统的集成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趋势，这些分散可再生能源可借鉴德国成功

实施的实际解决方案[11]。 

2.3. 美国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自 2010 年以来，美国光伏发展持续强劲，2013 年累计装机量突破 10 GW。与其他光伏应用的领先

国家相比，美国光伏市场在过去几年的增长相对稳定。从短期来看，美国光伏市场在成本推动和需求拉

动的合力作用下将呈上升态势；从长期来看，随着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的实现，光伏产业的驱动力将从依

靠政府补贴的模式转向自发消费，而这种自我增长相比政策扶持更具可持续性。如何更好地迎接这些挑

战，我国政府的光伏产业扶持政策可能在很多方面还需要从竞争对手中得到一些启示[12]。 

2.4. 日本光伏产业发展现状 

日本光伏产业出口竞争战略从单纯的产品竞争向以太阳能电池为核心的一体化服务的转型。Tanaka
从国际角度回顾性地定量估算 2014 年，考虑气候变化、技术创新及扩散，日本在不同的制造和安装阶段，

太阳能原材料、设备、劳动力、公用事业、运输和业务运营成本[13]。日本政府历来重视光伏发电技术的

推广利用，推出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光伏领域的发展。日本经济产业省等主要部委都推出并实施相关优惠

政策来促进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2012 财年日本经济产业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通过“支持引进住宅光伏系统的补贴措施”、“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政策(Feed-In Tariff, FIT)”
以及“引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作为部分恢复措施的补贴计划”等支撑项目或措施来推动住宅和工业光伏

系统的应用与普及。另外，日本市场较高的认证门槛，将价格低廉而无品质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健康

有序的供求格局避免了价格战的发生。因此，日本市场成为全球光伏产品平均销售价格(Average sales price, 
ASP)最高的市场[14]。 

3. 嘉兴秀洲区光伏产业概况 

3.1. 地理区位 

嘉兴市地处浙北杭嘉湖平原，年平均日照时间 2000 小时，年辐射总量超 400 兆焦耳(Megajoule, 
MJ)/M2，太阳能相对丰富。与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距离均不超过百余公里，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

另外，市中心 200 公里范围内有浦东、虹桥、萧山、硕放四个国际机场，为光伏产业发展在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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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等方面提供了便捷条件。 

3.2. 基础政策 

2012 年以来，浙江省开始进行光伏产业“五位一体”的创新综合试点，嘉兴抓住被省政府作为试点

单位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五位一体”是指光伏装备产业基地建设、光伏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与体

制创新、光伏发电集中连片开发的商业模式创新、适应分布式能源的区域智慧电网建设、政策集成支持

体系创新。在推进分布式光伏应用模式创新上，秀洲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探索出一条“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统一管理”的分布式光伏应用路径。在推进技术创新上，四家光伏领域重点企业研究院、四

名“国千”专家及相关技术创新团队已经先后落户秀洲，促进了光伏电池技术、储能技术和并网光伏逆

变器技术等，在园区加快实现突破。早在 2011 年嘉兴就达到 200 亿元左右光伏产业的产值，在全省光伏

总产值的比重占到三成，为今后光伏产业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而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一些光伏产

业行业的优质企业。 

3.3. 研发技术优势 

嘉兴拥有一批专门从事光伏技术产业研究的科研院所，如浙江中科院、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等；还创

立一定规模的光伏产业孵化基地，如上海交大等名校等，这些孵化基地已基本形成孵化、转化和产业研

发等创新体系。这些院所和孵化基地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并研发一批科研成果，如转化率 17.8%的高效

多晶硅片、转化率 18.6%的高效准单晶硅片及国际领先技术的微型逆变器等。 

3.4. 光伏发电的经济效益 

目前国际上已有多个国家将光伏发电投身于居民房屋建设应用，如美国、德国、日本等。近年来各

国光伏需求及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不断增长，光伏电池的技术发展很快，产品的发电效率不断提高，成本

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从发电成本、系统容量、系统优化以及全寿命周期成本等方面对其经济效益进行评

估，并结合具体实例具体分析，发现广义收益大于广义支出，而且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光伏组件的成本

必将渐渐降低，因此其发展前景不可估量。 
截至目前，嘉兴市秀洲区全区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累计并网 1517 户，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16.69%，装机 6.4 兆瓦。按照每家每年发电 2000 千瓦时计算，将是非常可观的发电量。屋顶业主被给

予每年 600 元补贴的固定回报，还可以选择享受电价九折或者每年每平方米 6 元的收益，对于家庭发电

站，将由运维公司投资建设并负责运行维护，居民并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根据从某公司提供信息发现，嘉兴市 60%居民年用电量低于第一档 2760 千瓦时，假设某户居民年用

电量和发电量均为 3000 千瓦时，则安装光伏电站后居民将获得以下五个方面的经济效益： 
收益一：国省补 3000 度 * 0.52 元/度 = 1560 元； 
收益二：市补贴 3000 度 * 0.25 元/度 = 750 元； 
收益三：区补贴 3000 度 * 0.1 元/度 = 300 元； 
收益四：自发自用(3000) * 阶梯电价 = 1764 元； 
收益五：余电上网(3000 − 3000) * 0.4153 元/度 = 0 元。 
按照现有居民用电阶梯电价表来算，第一档投资回报率将在 18.5%左右，第三档投资回报率将在 26%

以上，因此一般用户 5~6 年后就能回收成本。 

3.5. 光伏发电的环境效益 

如今在工业上使用的能源以石油、天然气、煤等不可再生资源为主，这些资源的数量有限，自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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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工业革命使用煤炭兴起以来，人们对燃料的使用量大大增加。这就使得这些化石能源的数量急剧减少，

中国的不可再生资源可使用年数最多只有约 81 年，世界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可使用年数也最多只有约 230
年，这就造成了世界性能源短缺的局面。 

早在 2006 年，我国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出了“节能减排”的概念，指出节能减排是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

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是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必然要求。然而我们知道，

要想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旧式的能源结构必然是不可取的，也可以说，节能减排必须倚靠新型能源的

支持。 
在长期的能源战略中，太阳能光伏发电在风力发电、海洋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许多可再生能源中

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光伏发电具有其他再生能源无可比拟的以下六个优点。1) 充分的清洁性；

2) 绝对的安全性；3) 相对的广泛性；4) 确实的长寿命和免维护性；5) 初步的实用性；6) 资源的充足性

及潜在的经济性。因此，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可以很好地利用太阳能，实现低碳经济，也将为全球气候

变化及二氧化碳的减排做出重大贡献。 
查阅相关数据可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的平均每月总用电量大约在 4000 多万千瓦时。如果这些电

全通过火力发电来实现，至少需要 5000 吨标煤。据秀洲电力部门统计，2017 年 1 月 21 日至 29 日，秀

洲电网全社会用电量为 4515.6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12.01%，其中除夕当日统调最高负荷 232.64 兆瓦，

同比增长 21.2%；网供最高负荷 181.16 兆瓦，同比增长 11.85%；日网供电量 344.294 万千瓦时，同比增

长 18.84%。仅仅一个星期的耗电就需要大量的标准煤，同时排放大量的 CO2、SO2 及氮氧化物。这些化

石燃料的燃烧排放的污染物，不仅加剧全球气温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的危险现象；而且一些污

染性气体将对环境造成恶劣的影响，并且其清洁处理过程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下面以某光伏发电系统为例说明其节能减排的具体成效，一个光伏发电系统的寿命约为 25 年，假设

一个光伏发电系统的装机容量为 5 兆瓦(Million watt, Mw)，那么其在生命周期内对各项指标的减排量如

表 1 所示。目前光伏工程对环境的积极作用早已显而易见，符合生命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相

信在不断地研究进步当中，光伏工程一定能趋利避害，成为为秀洲区居民乃至人类提供能源的主力。显

而易见，依靠清洁的光伏发电，温室气体以及污染性气体的排放量必然会大大减少；清洁的光伏发电更

对环境保护能起到关键性作用。 

4. 嘉兴秀洲区光伏产业实地调查与结果讨论 

4.1. 光伏产业发展态势 

嘉兴市秀洲区规划建设 6.1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项目，截止 2014 年 6 月，全区已建成

2 万千瓦，占全省新增规模的 2%，相当于很多省的装机规模。为进一步了解嘉兴市秀洲区光伏产业发展

情况，我们于 2017 年对在嘉兴的两家能源科技公司进行走访并与这两家公司代表进行一系列深入交流，

以下为对光伏产业发展态势的基本把握。 
 
Table 1. Calculation of standard coal substitute and pollutant emission reduction within 25 years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
eration system with 5 Mw installed capacity 
表 1. 装机容量 5 Mw 的光伏发电系统 25 年内标准煤替代及污染物减排量测算 

测算项目 标准煤 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 粉尘 氮氧化物 

每千瓦时使用或排放量/kg 0.314 0.8841 0.005501 0.002160 0.001728 

系统总发电量/kwh 26,780 × 104 

总减排量/t 5.27 × 104 14.84 × 104 923.07 362.45 2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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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业现在已经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不仅仅是在地面电站，包括与扶贫、农业等各个方面都充分

结合起来，很多方面还做了新的尝试，探索出很多创新的解决方案。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也是整个行业

最基本的话题，多晶硅能耗持续下降，组件效率持续提升，不断有新产品或技术出来，设备国产化率越

来越高，每千瓦投资的设备成本持续下降。 
据了解，目前光伏电站有比较稳定的收益率，大概 8%到 10%，这促使很多制造企业投资延伸自己的

产业链，包括做整体解决方案、发展产业链下游等等。今年以来，整个资本市场对光伏电站的投资也比

较认可，非常支持电站的发展。在光伏发电有更加稳定收入的保障下，由于光伏电站具有金融属性，能

够吸引更多资金支持行业的发展，实现光伏与金融的互融，推动这个行业持续向好发展。安徽蚌埠市就

是利用金融支持来对光伏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升级，结合光伏产业、金融业现状，借鉴国内外金融支持新

兴产业发展理论，构建特色金融支持体系并卓有成效。 

4.2. 案例分析 

2016 年 1~8 月，嘉兴全社会用电量 298.1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2%。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和

居民用电同比分别增长 9.9%、8.0%、14.5%和 15.7%，增速同比分别回升 12.6%、4.3%、3.0%和 7.3%。

根据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居民用电是全社会用电中占据相当比重的一部分。 
通过对嘉兴市秀洲区居民的实地走访调查，在一部分居民家中获得其一年的每月用电量，取其平均

值后如图 1 所示。由此可见，一般家庭除暑季高温时期用电较多以外，多数月份的用电量都普遍不高。

然而家庭屋顶光伏不论是对低档用电家庭还是高档用电家庭来说都可以省下一笔可观的费用。以下是今

年安装家庭屋顶光伏电站的某户居民几个月来的收支情况，其装机容量为 3 Kw，已能够较好地保证自家

的电量供给并大部分有所剩余，如表 2 所示。据统计，该屋顶光伏系统日均光照 4 小时，日均发电量在

12 Kwh 左右，一年可发电 4000 Kwh，按照该户居民年用电量 3000 Kwh 来计算，每年节约电费 1674 元

左右，余电上网收益 415.3 元左右，国家、省、市等多级补贴可得 3080 元左右，按照投资 3Kw 光伏系统

以 3 万元计算，该户居民在 5.8 年后将有所盈利。 
 

 
Figure 1. Average monthly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some residents in a village in Xiuzhou district, Jiaxing city 
图 1. 嘉兴市秀洲区某村若干居民月家用电量平均值 

 
Table 2. Monthly payments from April to August in 2017 of a household resident in a village in Xiuzhou district, Jiaxing 
city after installed 3 Kw roof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表 2. 嘉兴市秀洲区某村某户居民安装 3 Kw 屋顶光伏发电站后 2017 年 4 月到 8 月各月收支情况 

月份 发电量/度 用电量/度 应缴电费/元 实缴电费/元 余电上网/元 
4 月 360.5 107 50.98 0 105.28 
5 月 364.9 108 49.58 0 106.69 
6 月 371.3 125 59.24 0 102.29 
7 月 407.4 443 195.34 15.70 0 
8 月 398.6 453 201.96 24.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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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伏未来发展对策建议 

嘉兴市秀洲区作为经济较发达地区，其分布式家庭屋顶光伏较全国来说已算发展较快。但是若是想

要更加全面地发展屋顶光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过程中，政府决策的引导和政策落实尤为重要。

地方政府要向企业及个人明确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投资回收期，以及政府政策的持续性等问题，同时对政

策落实情况进行定期监督、检查、报告，对相关政策机制进行不断完善，及时调整不足之处。提高行政

效率，做好部分协调，对业主普遍关注的补贴问题、税收问题以及上网电量收购问题进行细则化处理，

打消业主对于投资收益的忧虑，并加大部门之间的协调力度，尽快将政策细则予以实施，从而能保障项

目收益持续稳定。虽然嘉兴并不是国家确定的分布式光伏示范区，但较早制定了着力发展光伏产业“五

位一体”综合创新战略，在各级补贴的基础之上，秀洲区更是提出再给予 0.1 元/瓦投资补贴的第四级补

贴政策。但是，完全依靠政府投入或者完全依靠企业个人都是不现实的，而上网电价补贴的方式，并不

能有效降低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投资风险，这也就造成了业主及相关企业在投资问题上存在疑虑和担忧。

要求创新投融资政策机制，实现光伏产业的跨界融合，比如以众筹和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融资模式，面

向大众，为企业及个人提供多种融资渠道以降低初装投资门槛。再来就是推动分布式光伏资产可证券化，

完善项目风险评估机制，最好是能吸引保险机构的介入，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为新型光伏融资机制创造

条件。 
我国到目前为止，以集中式光伏发电系统为主，然而也因此存在着大规模集中发电与大规模负载应

用不平衡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在东部地区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系统具有非常大的意义。与此同时，

我国光伏产业国内市场需求极小，极度依赖产品外销的畸形发展方式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也促使推

进分布式光伏发电成为光伏发展的重要内容。因为以居民家庭为单位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由于其高额的初

装费用使很多投资者望而却步。尽管嘉兴市秀洲区的政策及各级补贴已较为完善，但投资回收期也至少

需要 5 年。此外，在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并网问题上，虽然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已经出台了鼓励分布式并

网的政策，但电网对光伏发电的支持能持续多久存在不确定性。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的存在导致项目收益

预期不稳定，难以形成完善的商业开发模式和投融资体系。应借鉴美国的光伏产业政策，我国扩大政策

的激励对象，出台更多的“亲民”扶持产业政策。 
我们还发现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应进一步推进产业链上下游智能、储能、逆向制造等核心技术的产学

研结合自主研发力度，探讨处于三类地区、基本不存在弃电现象、以多晶硅为主的嘉兴市分布式民居屋

顶光伏发电站安装、运行维护及其金融、市场、商业模式的发展对策，以推动嘉兴、浙江乃至我国的创

新型绿色能源进一步发展。如今民居屋顶光伏发电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在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

等多重问题困扰的时代，随着人们对于可再生及绿色能源的不断开发与追求，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是

大势所趋。嘉兴市秀洲区作为走在家庭分布式光伏电站发展前列的地区，必然要将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

继续保持，在不断摸索中创新，在不断创新中发展。虽然民居屋顶光伏发电站存在储能、新材料清灰或

者机器人清灰等技术瓶颈；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各种成功事例会不断地展现推广民居屋顶光伏发电工

程对于环境保护、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的巨大推动作用，光伏工程也将带给我们引领可持续发展更多的

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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