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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新能源
中，太阳能发电
是商业上最可行
的技术之一。 
 
 
近年来，随着科
技进步，政策支
持以及规模效应， 
 
光伏发电增
长潜力巨大，
极具吸引力 
 
 
 

新能源发电技术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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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 光伏 生物燃料 生物质发电 潮汐能 

高 高 中 中 低 

• 成熟技术 
• 商业上可行 
• 在大多数市场以及近海 
 市场具备增长潜力 

• 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 建设方式多样化-可贴近

用户 
• 可规模化和较低的维护

成本 
• 电力需求高峰期与发电

高峰期匹配 

• 占领了巨大目标市场 
• （汽油+柴油）的一 
• 小部分 
• 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 在政策刺激下高速发展 
• 季节的变化对应不同的 
 可利用生物质 
• 营利性与商品价格和技 
 术发展密切相关 
• 科技发展提升发电效率 

• 不产生废弃物 
• 可在偏远地区建立不同形式 
• 的发电设施 
• 可与风力发电机相结合 
• 可预见的发电能力 

• 风力强度波动大 
• 发电区域远离电网 
• 噪音和影响景观引起的 
 本地居民抵制 
• 某些国家市场准入限制 
• 并网瓶颈 

• 依赖政府补贴 
• 并网瓶颈 
• 发电成本较高 

• 燃烧产生二氧化碳 
• 原料供应周期-与生物 
 柴油生产密切相关 
• 用水量大 

• 依赖于第三方的燃料 
 供应 
• 仅能利用特定材料 
 排放二氧化碳 
• 原料供应受物流能力 
 制约 

• 商业上尚未可行 
• 由于恶劣环境以及气候所带来 
• 的技术风险以及安装成本问题 

• 在大型能源开发商和财务 
• 投资者的参与下快速增长 

• 巨大需求和技术快速进步 
• 将有助于实现电网平价 

• 市场存在供应过剩的压力 
     但政府和公众强有力的 
• 支持以及良好的政策结构 
• 促进长期的发展 

• 某些地区正着手进 
     一步制定鼓励政策 

• 市场仍然非常小，尚不具备 
     大规模推广的可行性，尚存 
     在许多技术障碍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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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势 

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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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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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市场研究报告 
 



光伏电站市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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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 & 商业级 中等规模级 电站级 

• < 2MW 
• 屋顶 
• 地面 

• 2MW – 20MW 
• 屋顶 
• 地面 
 
 

• 20MW 
• 地面 

 

• 家用，学校，工厂 
• 直供到户 

• 公共事业用户 
• 签订电力批发合同 

• 公共事业用户 
• 签订购电协议 

• 资金来源 
• 税务及其他优惠政策 
• 太阳能资源的可利用性 
• 基本用电价格 

• 资金来源 
• 签署长期购电协议的能力 
• 电价补贴 

装机容量 

购电方 

市场推动因素 

优/劣势 

• 投资者的支持 
• 电价补贴 
• 签署长期购电协议的能力 
• 对可再生能源的规定 

• 轻便/容易安装 
• O&M 过程简单 
• 潜在的电价补贴 

• 规模小 
• 融资成本高 

• 离用户近 
• 开发时间短 
• 成本低 

• 规模大 

• 规模经济 

• 迅速满足关于可再生能源供应量的规定 
 

资料来源：市场研究报告 
 



光伏发电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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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及全球光伏发电占比 

 对比全球发电量结构，中国改善电力消费结构的压力巨大 
 国家能源目标至2020年末，能源消费总量48亿吨标准煤，煤电消费占比降到60% 
 近年，随着雾霾、环保等问题日益受到社会普遍重视，有理由预期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消费增长潜力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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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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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发电技术国家规划装机结构（亿KW或亿KWp） 

  2015年末 2020年末 增长 
煤电 9.33 注1 10 7% 

气电 0.56 1 79% 

水电 2.6 注2 3.4 31% 

核电 0.4 0.58 45% 

风电 1 2 100% 

光电 0.35 注3 1 186% 

生物质 0.13 0.3 131% 

其他 0.4 0.8 100% 

总装机 14.77 19.08 29% 

注1：煤电原规划装机9.6亿KW，最新预测调整为9.33亿KW 
注2：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列入其他 
注3：光电原规划21GWp，目前已调至35GWp（1GWp=1,000MWp=1,000,000,000Wp） 
数据来源：十二五能源规划、十三五能源规划 



光伏发电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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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来源: 中金研究，麦格理研究 

 新增装机容量 累计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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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行业受惠于积极有效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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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013年8月：明确并落实上网电价补贴政策 
• 分区域执行每千瓦时0.9元-1元的电价标准，期限为自安装起20年期 

• 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贴标准为每千瓦时0.42元 
 

II 

III 

2013年12月：国家能源局《光伏发电运营监管暂行办法》的通知  
• 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监管电力调度机构优先调度光伏发电的情况 

IV 

2014年1月：国家能源局明确光伏发电2014年度新增建设规模 
• 2014全年新增备案总规模14GW，其中分布式8GW，地面电站6GW 

V 

2014年6月：国家能源局高度重视光伏发电建设和产业发展，提出明确要求 
• 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共同推进光伏产业和光伏应用发展。坚持完成今年10GW增长目标 

VI 

2014年11月：中美发布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 203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20% 

• 在太阳能和智能电网等方面开展更多试验活动、可行性研究和其他合作项目 

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 
• 优化能源结构，大幅增加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比重 

• 有序推进光伏基地建设，做好就地消纳利用和集中送出通道建设 

• 鼓励大型公共建筑及公用设施、工业园区等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 



单个电站经济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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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假设  

装机容量 • 100MW 

建设成本 
• 建设成本约为10元/W, 建设100MW电站，需要投资约10 亿元 
• 其中70%可通过银行贷款解决，30%为自有资金投入 

贷款 
• 利率：6.5~7.5%，平均约为7% 
• 年限：15年 
• 还款方式：等额本金 

上网电价 • 含增值税1元/度 

光照时间 • 按每年1500小时计算 

衰减 • 光伏发电系统效率逐年衰减，每年约0.8%，电费收入亦会因此逐年下降 

折旧 • 25年直线折旧，残值为5% 

运营维护费用 • 每年约5%左右维护人员工资及费用递增 

税赋 
• 所得税：3免3减半优惠 
• 增值税：50%即征即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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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 
投资、运营及管理 

资金风险 

项目风险 

政策风险 

经营风险 

募集资金风险 

到期债务风险 

筹资渠道风险 

储备项目风险 

项目质量风险 

合作伙伴风险 

政策调整风险 

限电风险 

补贴资金滞后风险 

电价调整风险 

管理层变动风险 

执行能力风险 

风险类型 

较高 

中 

较低 

行业恶性竞争风险 

流动性风险 

风险因素 



国家电网、终端用户 

长期稳定的 
电费收入 

高质量、高收益的 
已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资源整合 
管理运营 

相对低成本的资金 金融机构 合作方伙伴 

国家电网 国电光伏 

保利协鑫 
 

中利腾晖 
 

保利新能源 
 

中科信 
 

英利集团 
 

     中建材国际 
 

国开行 
 

中石油昆仑信托 
 

华北高速 
 

中金租赁 
 

中兴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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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光伏—光伏行业的资源整合者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A27FxYV_QqoAfM&tbnid=XTD9Ko_2uMKWLM:&ved=0CAYQjRw&url=http://www.caexpo.org/gb/cooperation/ca-partner/t20071019_80055.html&ei=XKEmU8X3N4esiAe05oCYAQ&psig=AFQjCNHOnnvV8FIXoPL7BQqO16dhJoO0bw&ust=1395127000455496�


11 

多晶硅 硅锭 硅片 电池 組件 EPC 

太阳能产业链 
 上游 下游 

国家电网 
终端用户 

电站运营 

国电光伏 

中利腾晖 
 

英利集团 
 

中电投 
 

联合光伏 
 

联合光伏专注光伏下游电站并购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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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并网运营的光伏电站   总并网装机容量
(MW)   

本公司拥有之股本权
益 并入公司的大致时间 项目收购完成交收之时间 并网时间 上网电价 

 （人民币元/度） 
1 深圳前海光伏示范电站  2.1 100% 2013年6月 2013年6月10日 2012年10月 0.7579 
2 0.3 100% 2014年4月 自主开发 2014年4月 0.715 

3 福建泉州用户侧并网光伏示范项目  10.8 100% 2013年6月 自主开发 2013年6月 自发自用， 
富余电量0.4304 

4 江苏徐州丰县晖泽光伏生态农业两个项目  (与
招商局华北高速联合投资)  

20 50% 2013年12月 2013年12月27日 2011年12月 2.41 

5 3.8 50% 2013年12月 2013年12月27日 2011年12月 2.41 
6 甘肃嘉峪关100MW  100 100% 2013年6月 2013年6月10日 2013年6月 1.00  
7 青海共和20MW  20 100% 2013年6月 2013年6月10日 2013年9月 1.00  

8 青海共和100MW 100 100% 2014年6月 2014年6月13日，本公司拥有之股本权益由45%增
至100% 2013年12月 1.00  

9 青海共和50MW 50 100% 2014年6月 2014年6月13日，本公司拥有之股本权益由45%增
至100% 2013年12月 1.00  

10 青海共和30MW 30 100% 2014年6月 2014年6月13日，本公司拥有之股本权益由45%增
至100% 2013年12月 1.00  

11 内蒙古察右前旗50MW  50 86.79% 2014年4月 2014年3月27日 2013年12月 1.00  
12 内蒙古土左旗65MW ※  65 55.0% 预计2014年下半年 项目收购尚未完成交收 2013年12月 1.00  
13 内蒙古托克托县40MW  40 89.7839% 2014年4月 2014年4月4日 2013年12月 1.00  
14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40MW  40 90.33% 2014年4月 2014年3月28日 2013年12月 1.00  
15 内蒙古科左后旗40MW ※  40 9.88% 预计2014年下半年 项目收购尚未完成交收 2013年12月 1.00  
16 新疆哈密一期20MW ※  20 51% 预计2014年下半年 项目收购尚未完成交收 2013年12月 1.00 
17 新疆哈密二期20MW ※  20 51% 预计2014年下半年 项目收购尚未完成交收 2013年12月 1.00 
18 新疆吐鲁番一期20MW ※ 20 51% 预计2014年下半年 项目收购尚未完成交收 2013年12月 1.00 
19 新疆吐鲁番二期20MW ※ 20 51% 预计2014年下半年 项目收购尚未完成交收 2014年9月 0.95 

  合计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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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1000 

700  700  600  600  572 530  500  

中电投 中节能 浙江正泰 华电 国电 华能 三峡集团 联合光伏 中广核 大唐 

(兆瓦) 

联合光伏2013累计装机容量迅速跻身全国前十 

12 

备注：截至2014年10月31日                     ※ 项目交收中 
 

拥有和正履行交收手续的已并网光伏电站共19个，总装机容量达652MW 

2013年中国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前10排名 



联合光伏率先行业内第一个公布季度发电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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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发电量季度比较 

55  268  

632  

2,206  

845  

5,660  

70  256  

899  

3,409  
3,593  

6,310  

90  330  

764  

2,636  

7,408  

7,963  

深圳 福建 江苏 甘肃 青海 内蒙古 

2014年1季度  

 

2014年2季度  

 
2014年3季度  

 

(万千瓦时) 

+27% 

+106% 

+26% 

+29% 

-23% 

-15% 

2014年1季度开始公开发布季度发电量数据，为光伏电站运营商首创。3季度发电量环比增长32%。 

备注： 截至2014年9月30日   ※ 项目交收中 
 

序号   并网运营的光伏电站   总装机容量
(MW)   

2014年1-3季度累
计发电量 

(万千瓦时） 

1 
深圳前海光伏示范电站  

2.1 195.1  

2 0.3 19.3  

3 福建泉州用户侧并网光伏示范项目  10.8 854.6  

4 江苏徐州丰县晖泽光伏生态农业两个项目  (与
招商局华北高速联合投资)  

20 
2,294.4  

5 3.8 

6 甘肃嘉峪关100MW  100 8,250.4  

7 青海共和20MW  20 2,154.7  

8 青海共和100MW 100 5,003.8  

9 青海共和50MW 50 2,541.5  

10 青海共和30MW 30 2,147.0  

11 内蒙古察右前旗50MW  50 6,344.4  

12 内蒙古土左旗65MW ※  65 1,400.7  

13 内蒙古托克托县40MW  40 5,178.8  

14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40MW  40 5,290.2  

15 内蒙古科左后旗40MW ※  40 1,718.8  

  合计 572 43,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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