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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光而行的，还有园区和企业。

2016 年，株洲高科集团有限公司布

局新能源领域，投资成立了湖南高科园

创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能

源），定位为园区综合能源服务商，打造

园区低碳电网。

2017 年，高科能源第一个分布式光

伏发电站在动力谷展示中心投资建成。

记者在现场看到，3000平方米的屋

顶上，被一排排整齐的太阳能光伏板覆

盖。通过它们，太阳光可被充分吸收，再

实时转化为电流进入电网，供动力谷展

示中心、会议中心、办公室建筑群使用。

“这个 313千瓦的光伏发电站，一年

能发电 28万千瓦时，可满足建筑群全年

用电量的 20%。”高科能源总经理周舟

介绍。

此后，以园方投建、企业用能的方

式，高科能源开始为园区企业提供光伏

能源。“对于拥有屋顶的单位、企业来

说，零投资就可享受清洁能源带来的电

量，而且还可享受优惠电价，降低能源

成本。”周舟说。

2018 年，高科能源在时代新材厂房

屋顶建设了 2400 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

站。周舟介绍：“目前为止，这是市区建

设规模最大的光伏发电站，一年能发电

220 万千瓦时，可满足企业全年用电量

的 10%，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企业用电缺

口问题。”

“在屋顶建分布式光伏发电站，还

有一个优势。”时代新材风电产品事业

部能源主管宋暾补充说，这相当于在屋

顶搭了一层隔温层，吸收温度，从实际

使用情况来看，可降低室内温度 1℃至

2℃，进而减少空调的能耗。

而更重要的，是保证了企业用能的

持续性。

近年来，因供电紧张，全国各地限

电时有发生，对于企业的设备运行、订

单交付产生影响。时代新材自接入了高

科能源投建的 2400 千瓦分布式光伏电

站后，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公司去年生

产未受限电影响。

位于天元区的湖南世鑫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世鑫新材），是一家研

制高性能陶瓷基复合材料的企业，其所

研发的碳陶复合材料，不但填补了国内

外技术空白，更已广泛应用于新能源、

国防军工等领域，是很多高科技产品中

不可或缺的部件。

“公司设备运行需要全年每天 24小

时运转，一旦停电造成设备停运，便会

造成近 300万元的损失。”世鑫新材采购

总监蒋雅娜介绍，去年，高科能源投资

近 300万元，在世鑫材料厂房、办公楼屋

顶上建了 700 千瓦光伏发电站后，大概

能保证每天发电 500 千瓦时供企业使

用，即使遇上年中限电的情况，也能维

持用电稳定。

这些“金屋顶”在创造“阳光红利”

的同时，也带来了可观的生态效益。

目前，高科能源在株洲高新区已投

建 6 个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每年

能够为园内企业提供绿色清洁能源 500

万千瓦时，相比传统火力发电，每年可

减燃标准煤炭 614.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 1597吨。

农户：自家屋顶试水光伏项目

自 2015年以来，国网株洲供电公司

共投入 1 亿余元，为株洲地区除自供区

外，共 166 个贫困村进行农村电网改造

升级。这一举动，为光伏下乡加速助力。

“变压器容量完全能够承载，我只要

买转换设备将电输送过去就好。”家住在

炎陵县的万山喜，投资 10万元，在其新建

的别墅楼顶，建起了光伏电站。

去年 9 月，其光伏电站正好运营一

周年，他核算发现，一年卖电收益达 1.5

万元，收益率达 15%左右。

“很多人顶楼太热或太冷，基本空

置。光伏板隔热保温，现在我家顶楼居

住也很舒适，相当于赚了一层房屋。”他

透露，在他的同事中，在自建房楼顶安

装光伏项目的就有近 10户，邻居中安装

光伏的也不在少数，收益基本稳定在

10%至 15%左右。

跟万山喜用于投资不同的是，家住

天元区的罗湘湖，在屋顶建光伏，主要

从自家用能考虑。

2017 年，罗湘湖与父亲分别在雷打

石镇乡下新建了别墅。在市区用惯地暖

的他，第一考虑就是别墅地暖电费问题。

“在市区一天要 200元电费，别墅上下几

层，面积也更大，能耗太高了，这才萌生

了自建光伏发电站的想法。”罗湘湖考察

了全国各地的光伏项目后，发现其中商

机。2019年，罗湘湖果断投资 1000万元，

成立了株洲地区最早一批光伏电站设

计、施工、并网专业公司。其第一单生意，

就是自家屋顶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400

千瓦，每年可发电 40 万千瓦时，年收益

约 23万余元。

农村：“只要有太阳，我家就能进钱”

这句来自脱贫户邓小英的话，是光

伏脱贫最好的写照。

2015 年，光伏扶贫作为国务院扶贫

办实施的“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在

全国各地得到大力推广。2016 年起，我

市响应国家号召，在全市 166 个行政村

建设村级光伏电站 173 个，依托光伏清

洁能源，助力脱贫攻坚。

2016 年 6 月，炎陵县第一家投资光

伏发电项目的村组龙上村成功并网发

电，失去劳动能力的村民邓小英，依靠

自家光伏电站，迎来了一份稳定收入。

尝试成功后，株洲光伏扶贫电站迎

来爆发式增长期。

为解决部分贫困村收入问题，我市

先后在炎陵九龙工业园、茶陵虎踞镇、

芦淞区白关光伏扶贫基地兴建三座集

中式光伏发电站。此后，在村集体出资、

企业代建代管、扶贫资金+政策引导模式

下，分布式光伏项目在我市遍地开花。

在炎陵九龙光伏电站（包含天平电

站）内，就容纳了 32个村级光伏项目，总

装机容量达 1968 千瓦，2021 年发电 170

万千瓦时，每个村年收益可达 3万元。去

年，国家下发补贴 100余万元，各村又获

得 2万元不等的补贴。

茶陵县虎踞镇，也享受到了来自光伏

能源的持续收益。茶干村书记董石恩介

绍，2017年，村里收到一笔国家产业扶贫

资金，但发展什么产业，村里也没有头绪。

由于地处山区，土地落差大，种养殖项目

发展难，周边村集体外引项目纷纷破产。

是时，各级政府正大力推广光伏项

目。于是，村里用 64万元产业扶贫资金，

在虎踞光伏电站认购了 80 千瓦容量的

光伏项目。眼看着光伏项目收益稳定且

收益期长，2020年，村里又投资 16万元，

入股了虎踞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现在，茶

干村每年从光伏项目中就能收益近 4万

元，这一收益，可持续25年。

董石恩说，有了这笔固定收益，村里

垃圾中转、公路维护等都有了资金，村庄

变美了，老百姓幸福指数也提高了。而

且，通过公益性岗位的设置，这笔钱又返

回到了脱贫户手中，有效地巩固了脱贫

不稳定户、边缘户的脱贫成果。

企业：拥抱“阳光”实现“用电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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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产业，正当风口。

当全球能源发展进入新阶段，以高
效、清洁、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能源转型进
程加快推进，能源投资向绿色清洁能源转移。
新能源产业，不仅是国家扶持发展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更是全球“双碳”大背景下构筑发展新优势
的低碳绿色产业。

锚定“双碳”目标，发力“双碳”领域，做大“双碳”
产业，株洲，正在陆续铺开的产业探索中，聚焦“双
碳”，追风逐日，用新能源绘好产业底色。

为此，本报推出系列报道，关注这些或探索经
验，或已卓有成效的株洲实践，以期为更多观望者
提供参考。

首期，我们将关注光伏领域的株洲经验。目
前，光伏发电已成为国内电力的重要来源，国
内光伏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去年分布式光
伏装机首超集中式，伴随着国内电价上
移预期，工商业企业加装分布式光伏
的意愿愈发强烈。

为抢占光伏资源，不少光伏销售企业和投

资商推出了系列产品，企业既可自投自建，也

可采取融资租赁或第三方投资的方式，降低企

业初始投资大的问题。

“如果综合建设成本能回落到 3000 元/千

瓦，投资回报率将提升到 15%左右，农村市场

仍潜力巨大。”罗湘湖说，而现在，效益更高的

工商业屋顶项目是他的主攻方向。

罗湘湖向我们分享了一个他代理的项目：

位于广东的一个典型的高能耗企业——某不

锈钢厂，单位电价为 2.3元/千瓦时。去年，该厂

投资 630万元建设了 1500千瓦光伏项目，年发

电量达 180万千瓦时，按照此算，该企业一年半

即可回本。

在高额电价、长期收益和火热的市场推动

下，不少工商业纷纷试水。据市发改委二季度

统计，今年，我市分布式光伏年度建设备案项

目就有 47个。

行内人士表示，目前，光伏项目全球需求

量都在猛增，但销售主要集中在头部企业，导

致头部企业供不应求，二三线企业产能过剩的

局面，大的组件厂商都通过锁长单方式，提前

锁定货源，这也导致组件价格不断水涨船高，

光伏项目持续被投资商看好。

“已经有几波人来洽谈过了，我们还在观

望。”日前，精特合金董事长舒洪强向记者反

馈，他熟悉的几个企业已经安装，想看看他们

效果，再做决定。

罗湘湖认为，目前，我市光伏项目正处于

爆发的前夜，外地和本地项目商都在抢占优质

资源。他认为，从企业节能减排和碳指标来看，

企业早投可早受益。

而随着市场不断做大，罗湘湖业务再度拓

展。今年，其公司湖南共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与国家电网合作，投资、建设了我市三个大型

光伏示范性项目，分别为荷塘区株洲公交金山

基地屋顶 4MW 光伏发电储能项目、芦淞区红

太阳停车场 2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天元

区金凯汽贸 800kw屋顶光伏发电项目。与此同

时，三个项目都配建有储能设备，建成后，可为

公交车、网约车、货运和社会车辆提供充电服

务。

随着“碳中和”被写入“十四五”规划，新能

源产业的增长确定性日益凸显。光伏作为核心

的清洁能源，随着技术进步、发电转换效率提

升、成本优势逐步凸显。“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

无污染，未来会成为清洁能源的主流。”高科能

源总经理周舟坦言。

乘着“双碳”目标的东风，高科能源也在积

极布局，抢占“风口”。

“高科能源将转型升级，加大光伏产业投

入，园区内凡符合条件的厂房都要建设光伏发

电项目，做到能建尽建。未来五年，高科能源争

取将株洲高新区和株洲市大型国有企业厂区

内 50%工业厂房屋顶建成光伏电站。”周舟介

绍，此外，高科能源还将布局储能、分布式风电

等项目，利用园区的空地，建储能示范性项目。

加大投入建设光伏产业，让企业使用清洁

能源，也符合国际贸易规则。

“对出口型企业来说，要有碳排放配额，若

使用清洁能源，企业就可获得一定配额。高科

能源发展光伏产业，给企业提供清洁能源，或

许也是园区招商引资的一个有利因素。”周舟

说。

今年 6 月 13 日，瑞德尔智能装

备有限公司 1100千瓦屋顶分布式光

伏项目并网发电，预计全年发电量可

达 110万千瓦时。其光伏项目负责人

殷虎介绍，按照公司产能，一年用电

量预计75万千瓦时左右，如果完全消

纳，还有25万千瓦时可并入电网。

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发电高

峰期，企业消纳能力有限，多余电量

会按照 0.45 元/千瓦时的电价售给

电网企业，到企业用电高峰时，光伏

电站的实际发电量又不够，企业又

不得不从国网按照正常电价购电。

殷虎估算，公司实际所用光伏电量，

仅占光伏发电总量的 60%。

如要完全消纳自发电量，企业

需要投建储能设备。但根据现有行

情测算，储能设备的建设投入太大，

公司目前还没有列入计划。

今年 5 月，我市对“十四五”期

间全市风电、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

开发建设方案进行调度。市发改委

提供的材料显示，虽然我市位于长

株潭核心区域，是湖南省电力负荷

中心，但是按照省、市电网部门评

估，我市南三县（攸县、茶陵、炎陵）

消纳均存在一定问题，开发容量会

大幅受限。其中，攸县、茶陵县、炎陵

县风光开发项目装机规模达 124 万

千瓦（风电 42 万千瓦、光伏 82 万千

瓦），远超上述三县本地用电水平和

“十四五”网架实际送出能力。

光伏组件价格水涨船高

按照罗湘湖自家屋顶光伏项目

的收益来算，农村分布式光伏项目

确实有利可图。然而，随着光伏投资

热度持续上涨，以及上游原材料价

格的高企，光伏组件价格也在水涨

船高。

罗湘湖介绍，2019 年他刚入行

时，1千瓦装机光伏项目综合投入成

本在 3200 元左右，短短几年间，已

涨到 4000多元，其中主要为组件涨

价。

按照现行造价计算，农村安装

100 千瓦光伏项目，造价要 40 余万

元 ，年 收 益 4.5 万 元 左 右 ，回 报 率

11%。“国家补贴取消，价格上涨，农

村自投项目以前 6 年左右能回本，

现在 10 年都回不了本，从投资角度

看，虽然回报率仍旧可观，愿意入局

的村民不多。”罗湘湖发现，这几年，

农村项目已越来越少，几近停摆。

企业年节省电费效益不明显

反观园区企业，如果算经济账

的话，效益也并不乐观。

时代新材每年用电量达 1400万

千瓦时，接入了市区最大光伏发电项

目后，一年满发满用，可以使用220万

千瓦时光伏电能。按照平均市场电价

和折扣来计算，该企业一年节省的用

电成本仅14万元左右。而世鑫新材一

年节约电费总额不到5万元。

对投资建设方来说，也面临投

入高、回本慢等问题。

“根据测算，一个项目的年化收

益率在 7%左右，一般需要近 10年时

间才能回本。”周舟坦言，园区内也

曾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希望使用

光伏发电，考虑到投资回报问题，从

项目建设方的企业盈利性角度考

虑，不符合投资标准。

建设适用性难题待解

尽管光伏发电优点多多，然而，

由于厂房承重、设计等因素，并非每

个厂房屋顶都适合光伏项目。

周舟表示，园内部分厂房或办

公用房，因屋顶围墙较高，或屋顶不

平整，搭建光伏项目需要搭设更高

的塔架，无论从承重能力和经济效

益哪方面来讲，都不划算。

一光伏项目投资商表示，目前

国家相关规定要求，所有新建厂房

必须增加 0.15千牛/平方米的光伏安

装荷载量，因此，新建的厂房都已

满足光伏安装建设要求，但此前按

旧标准建设的厂房，在承重设计等

方面，因不满足光伏项目建设需

求，需进行屋顶加固设计，改造成

本较高。

不过，随着产品的迭代升级，光

伏组件已不断向轻量化转型。一个

2.55 平方米的组件，以往普通款可

重达 27 公斤，现在轻质款仅 5 公斤

左右，屋顶适用性大大增强。

新能源消纳仍难

光伏项目需求快速增加

在国家政策引导与技术革新驱动的双重

作用下，光伏产业仍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成为

资本和企业追逐的热点。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自去年以来，

不管是投资方还是工商业主，咨询光伏发电政

策的人员明显增多。

按照我省“十四五”风光发电项目建设方

案要求，到 2025 年，全省风电、光伏发电装机

规模将达 2500 万千瓦以上。我市光伏项目已

纳入湖南省“十四五”风光详查和规划项目库

的有 25个。经对全市风光项目进行全面摸排，

从资源禀赋、开发条件、电网消纳与接入等多

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本着“应报尽报”原则，

我市确定拟申报项目光伏项目 11 个、装机 117

万千瓦。

由于电价上浮使得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再

加上阶段性缺电影响，工商业企业对建设屋顶

分布式光伏的意愿正在显著增加。分布式光伏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下，企业可通过消

纳分布式光伏产生的电量享受电价折扣，有助

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用电稳定性。

来自国网株洲供电公司的数据显示，自

2019年以来，全市累计并网用户数量以及并网

容量，每年都在持续增长，以 2021 年为例，全

年累计完成并网 726户，并网容量 23070千瓦。

截至 6月份，今年全市光伏发电报装用户

已累计申请 333户，申请容量 28590千瓦；累计

完成并网 322户，并网容量 21330千瓦，已大幅

接近去年全年并网容量；在建 11户，容量 7260

千瓦。

今年光伏报装用户中，自然人和工商业企

业用户比例为 91，而发电容量比例方面则达

到了 12，显示出工商业企业建设光伏项目的

热情和积极性。

因光伏发电的波动性、随机性、间歇性，不

断增加的光伏项目，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也存在一定的不利影响。为保障电网稳定运

行，目前我市正在起草相关光伏建设指导规范

性文件，引导规范我市光伏资源利用和发展。

投资热情仍有增无减

光伏新能，爱你并不容易
——“双碳”机遇下的株洲新能源产业系列报道之一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成姣兰 刘芳 高晓燕

维 保 人

员 正 在 进 行

光 伏 面 板 的

清扫保养，以

确保发电量。

受访者供图

罗
湘
湖
承
接
的
屋
顶
分
布
式
光
伏
项
目
实
拍
图

受
访
者
供
图

荷
塘
区
株
洲
公
交
金
山
基
地
屋
顶4

兆
瓦
光
伏
发
电
储
能
项
目

企
业
供
图

趋势
拥
抱
未
来
，
光
伏
仍
是
发
展
所
需

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