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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介绍  

本研究中的专题二针对中国现阶段太阳能光热发电产业发展所存在的挑战进行了详细

的分析，其中，阻碍我国光热发展最为显著的挑战有：现阶段中国国内尚无成熟的、适用

于大规模推广的各种本土化光热发电技术、国内尚无商业化太阳能热发电站整套系统集成

和运行的经验、国内尚无适用于大规模商业化太阳能热发电站核心设备的生产装备能力、

以及尚无对太阳能热发电站投融资收益和商业运营模式的系统深入分析研究。所有这些挑

战只有通过首批商业化太阳能热发电站的建设和运行来积累经验、降低投资成本、制定最

佳的政府支持手段，我国光热行业才会蓬勃发展。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通过采用国际范围

内普遍适用的商业化电站投融资模式分析经验，全面考量阻碍商业化发展的各项壁垒，为

决策者提供详实且有建设性的建议，推动光热发电行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本专题报告任务 

在此背景之下，本专题本着“边实践边学习”以及未来光热发电可持续发展的遵旨，

旨在分析适合推动中国早期商业化光热发展的上网电价和形成上网电价的机制，初步提出

供政府决策部门制定光热发电预商业化阶段的扶持政策参考建议，以实现 2015 年以及未

来的太阳能热发电站装机目标。具体而言，本专题采用了国际商务惯例和投融资模式分析

方法，主要分析内容如下： 

第一、 在中国建设运行一个 50 兆瓦槽式太阳能热发电站的经济性和 2020 年导致成

本下降的潜在机遇分析； 

第二、 中国现行适用于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应用的扶持政策分析：假设现行 1 元/

千瓦时的光伏上网电价同样适用于包括光热发电在内的各项太阳能发电技

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扶持光热发展的短期激励政策参考建议； 

第三、 出台商业化太阳能热发电站上网电价的可能性以及固定电价形成的方法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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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阳能热发电站的经济可行性分析  

2.1 模拟分析方法及关键设定值 

2.1.1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以此为目标，克林顿基金会气候行动（CCI）团队以一个在中国的 50MW 槽式太阳能

热发电站为典型案例，对其均化发电成本（LCOE）进行了计算和模拟分析。均化发电成

本（LCOE）的分析考虑了电站建设的初投资成本、运行维护成本和投融资成本，在此基

础上计算出经济可行的商业化电站运行的相应电力销售价格，即：上网电价（FiT）。该

太阳能热发电站年所有技术数据由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简称‘电工所’）牵头提供，

成本数据由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简称‘中电工程’）/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团队

（简称‘电规总院’）牵头提供。银行贷款额度和贷款利息等在内的所有投融资条件皆参

照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现有适用于新能源技术应用的贷款标准。  

2.1.2  案例太阳能热发电站的技术数据 

案例太阳能热发电站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北纬 39O 36', 东经 109O 

46'），电站规模 50MW，带 4 小时储热，电站运行寿命为 25 年。电站所在地年总法向直

射辐照量（DNI）值为 1900kWh/ m2yr。下表一详细介绍了该电站的运行条件及发电量等

信息：  

表 1:  案例太阳能热发电站技术参数设置  

太阳能热发电站设置（案例电站） 技术数据 

电站容量(MW)： 50 

地理位置： 北纬39O 36', 东经109O 46' 

技术选型：  抛物面槽式 

集热器采光口面积(m2)                                   500,000  

DNI (kWh/m2yr)                                        1,900  

年均环境空气温度 ( ℃) 7.4 

导热油工作温度(℃)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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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轮机冷却方式 直接空气冷却 

汽轮机额定进汽温度(℃) 383 

全天任何时刻系统设定的导热油温度下限(℃) 60 

集热器启动工作时油温(℃) 60 

油/水蒸发器效率(%) 96 

汽轮发电机组热效率(%) 35 

白天运行时间比例(%) 83 

工程建设期（年） 2 

容量因子(%) 31.7 

预热防冻辅助燃料 天然气 

年发电量(kWh) 138,700,000 

按照发电量10%计, 年厂用电量(kWh) 13,870,000 

年上网电量(kWh) 124,304,096 
 

数据来源：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电力规划设计院 

 

2.1.3 电站一次投资成本数据 

根据 1×50MW 槽式太阳能太阳能热发电站的系统配置，将关键设备及材料向国内外

厂家进行现行市场价格询价，得到了 8 个不同设备供货商的报价。考虑到中国市场化运作

的采购招标惯例，即采用设备公开招标方式。考虑到未来关键设备的造价将有所降低，案

例计算中已考虑此项影响因素。设备安装与工程施工造价是依照有关国家工程设计与建设

标准估算确定。案例电站工程包括太阳能集热系统、储热系统、换热系统、热力发电系统

及其他辅助系统和辅助配套设施，如采暖设施、生产办公设施等。 

太阳能集热系统：主要包括聚光器、真空吸热管、导热油管路、辅助热源及膨胀系

统、就地控制等设备及其相应的辅助设施，包括相应的土建设施等。 

储热系统：包括熔融盐、盐泵、就地远程控制系统等设备及其相应的辅助设施，包括

相应的土建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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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热系统：包括充热换热器、预热器、蒸汽发生器以及过热器等设备及其相应的辅助

设施，包括相应的土建设施等。 

发电系统：包括热机系统、化学水处理系统、电气系统、远程控制系统、供水排水系

统等全部设施，包括相应的土建设施等。 

初投资成本不包括电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成本，案例分析假定电站具备并网条件。 

案例电站一次性初投资估计约为 14.56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单位造价 29,119 元/千

瓦。如下图 1 分析，本报告参照案例的太阳能集热场采光口面积为 50 万平方米，太阳能

集热场设备成本占整个电站建设成本的 50%，为电站成本投资最多的部分。太阳能集热

场成本主要由聚光器、真空吸热管、就地控制器和安装费等构成。储热系统和导热油系统

总共占总投资的 22%，主要是熔盐与储盐罐的投资成本。工程设计与施工建设成本占总

投资成本的 10%左右。汽轮发电机站等动力部分占总成本的约 4%。 

图 1：参照电站一次性初投资成本   

 

数据来源：中电工程，电规总院。 

 

 2.1.4 电站运行维护成本数据 



5 

 

本案例电站运行维护成本计算参照了欧洲同类电站的经验，并结合了国内专家的专业

建议。电站运行维护成本估计为每年 2216 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电站设备一年内正常情

况下的以及不可遇见的运行维护费用，比如反射镜和吸热管的更换、导热油系统预热所需

天然气的成本、电站保险费用、反射镜面的清洗成本等。案例电站的导热油国际普遍的报

价为 3.5 万元/吨。 

在下表中，为分析方便起见，年厂用电购电费用未计入运行维护成本中，但每年厂用

电量按照年发电总量 10%计算。参照表 1 的计算结果，案例电站年厂用电约为 1387 万千

瓦时，参照内蒙古鄂尔多斯电价水平 0.451 元/千瓦时计算，每年用于厂用电购电费用约

为 624 万元。 

表  2：参照电站年运行维护成本  

 单  位 年 需 求 单 价 (元) 总 计(元) 

用水 吨           50,000                              5                    250,000  

天然气 Nm3/小时      3,600,000                          2.28                 8,208,000  

运行维护劳动力 人                  45                    120,000                 5,400,000  

运行维护所需材料 元/MW         140,000                             50                 7,000,000  

不可预见费用 元/MW           36,000                             50                 1,800,000  

其它 元                  4,142,000  

运维成本总计                 22,158,000  
 

数据来源：中电工程，电规总院。 

然而，在下文基础情形的分析中，占总发电量 10%的厂用电的成本计算则采用均化

发电成本。 

2.2   全球光热发电成本下降趋势预期 

尽管中国尚未开始进行商业化太阳能热发电站的应用，但和其它可再生能源技术一

样，一旦得到正式推广应用，未来投资成本将会大幅下降。如下图 2 所示，在美国，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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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规模扩大到 100MW 以上，项目经验的积累使得电站设计得以不断优化，电站运行效

率得以不断提高，从而，单个电站的单位造价会大幅下降。 

图  2：历史成本经验曲线与装机规模扩大经验曲线对比  

 

数据来源：基于 IRENA 公司 2012 年有关《太阳能太阳能热发电站成本分析报告》折算成人民币成本数

据。 

另外，在美国上世纪已经运行电站的经济数据如下表 3 所示。 

表  3：美国 SEGS 电站技术经济数据  

电站名称 SEGSI-II SEGSII-VII SEGSVIII-IX 

投入运行年份 1984-1985 1986-1988 1989-1990 

容量 14M(I),30MW(II) 5×30MW 2×80MW 

年效率 9.5-10.5% 11.0%-12.5% 13.8% 

投资成本(美元/kW) 3800-4500 3200-3800 2890 

LCOE(美分/kWh) 27 18 14 
 

数据来源：《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及投资分析报告 2011-2012》，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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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西班牙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协会预测的 LCOE 

该协会在 2009 预测，从 2007 到 2025 年，(全球)太阳能热发电的 LCOE 会以每年 2%-

5%的速度降低。 

地中海地区（DNI: 2600kWh/m2/年）太阳能热发电站的 LCOE 将从 2007 年的 18 美分

/kWh 降到 2025 年的 12 美分/kWh 左右。 

西班牙地区（DNI: 2100kWh/m2/年）太阳能热发电站的 LCOE 将从 2007 年的 25 美分

/kWh 降到 2025 年的 17 美分/kWh 左右。  

2.2.2 美国 Sargent & Lundy 预测的 LCOE 

在美国桑迪亚实验室的委托下，美国全球咨询公司 Sargent & Lundy 对各种太阳能热

发电方式的 LCOE 发展进行了预测。如表 3 所示，通过技术进步、规模发展实现经济效

应和经验学习曲线等方式，至 2018 年，除碟式斯特林系统外，槽式和塔式系统的 LCOE

可降至 8 美分/kWh 左右。 见表 4。 

表  4：各种太阳能热发电方式 LCOE 预测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形式 
LCOE（美分/kWh） 

2018 年 2025 年 

槽式无储热系统 8.75 7.71 

槽式有储热系统 8.37 6.79 

熔融盐塔式系统 8.82 7.36 

碟式斯特林系统 11.03 8.59 
 

数据来源： Sargent & Lundy (2009） 

 

2.2.3 美国能源部规划指定实现的 LCOE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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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部通过《美国太阳能技术多年计划2008-2012》报告对太阳能热发电技术提

出了下列目标：  

 到 2015 年，储热 6 小时的太阳能热发电成本降至 8-10 美分/kWh，满足调峰负荷

市场需求； 

 到 2020 年，储热 12-17 小时的太阳能热发电成本降至 5-7 美分/kWh，满足基础负

荷市场需求。 

 

2.2.4 欧洲太阳能热发电协会预测投资成本 

根据 A.T Kearney 公司为欧洲太阳能热发电协会（ESTELA）2012 年所做的全球光热发

电路线图，光热发电投资成本预计在 2015 年较现在水平下降 30%，到 2025 年下降

50%，成本下降主要的主要原因是，设备运行效率提高，技术不断更新，装机规模不断扩

大，运行经验得以提高，从而成本得以大幅下降。 

图 3：  2012-2025 全球太阳能热发电一次投资下降趋势  

 

数据来源：《ESTELA 前五年报告》（2012 公布） 

 

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效应 

重大技术革新 成本优化设备效率提高 

验证有效的革新手段 保守的前景分析 

估计电价降低 

降低驱动因素 

来源：A.T. Kearney 2025 年光热发电情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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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表明，投资成本会随着电站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大幅下降。随着太阳能光热发电市

场的兴起，规模超过 50MW 的电站将会大批涌现，从而设备材料的批量生产以及电站系

统配置进一步优化会使投资成本大幅下降。 

学习曲线 

经验表明，在欧洲，技术专业人员和工程总包商掌握电厂的优化设计和最佳施工方

案，他们会不断改进电厂设备的运行效率和优化程度。以槽式电站集热管的技术改进为

例，集热管热量吸收能力的提高、散热程度的减少以及导热面积的扩大会大大提高设备的

的转化效率。类似的技术革新也反映在集热器技术革新方面，传热流体耐温、反射镜面的

反射率、聚光跟踪精度、储热介质性能、钢结构优化形式和电站利用率在不断改良。尽管

中国普遍采用的工程总包模式与国际上的操作惯例有所不同，但随着更多太阳能热发电站

项目建成，太阳能热发电站系统集成和成本优化效率都会相应提高。   

新技术  

效率更高的新技术不断涌现，带来的是成本的不断下降。目前光热发电领域的科研成

果日新月异。针对塔式技术，从 PS10，PS20 的饱和蒸汽技术到目前直接过热蒸汽技术的

变革，从导热油到熔融盐传热/储热介质的发展使得发电效率大大提高，这一革新会带来

很可观的发电量增加。与此同时，类似的研究方向也是朝着大幅提高效率的目标而努力，

例如，第三代的塔式技术着力高温空气吸热驱动布莱顿循环技术的进行变革。同样地，第

三代的槽式技术在通过探索直接过热蒸汽、熔融盐为传热介质等手段来提高转化效率，从

而带动成本下降。此外，针对不同电站技术的储热方式也多种多样，目前都在积极研发探

索中。这些技术将会使得储热设计和总体效率在此提高，从而带动成本下降。 

2.3 适合中国的成本曲线 

中国已经向世界证明，主要由于加工成本低，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步伐比世界

其它国家都快，且成本更低。如图 4 分析，其对比的是中国与欧洲的各类电站当今投资

成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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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欧洲与中国各类电厂技术单位投资成本对比  

 

资料来源： ECF2050 路线图; 中国电力监督委员会《“十一五”期间电力行业报告》 

中国在各类不同发电技术上的成本优势各有不同，但总体上，传统的发电技术（如：

燃煤、燃气、核电）成本比欧洲低约 55%，可再生能源技术（光伏、水电、生物质、陆上

风电）成本比欧洲低大约 40%。 

与传统燃料发电技术相比，太阳能热发电站除了太阳能集热场和储热之外，其它设置

都相似，都有汽轮机、发电机组和电站辅助设施。鉴于此，如果 ESTELA 的成本曲线适合

于其它国家的光热发展情况，那么，未来短期的大幅成本效率会在中国得以提高。确切地

说，光热发电技术早期阶段的应用速度与规模有赖于“学习曲线”。因此，为了达到该报

告的分析目的，我们假设中国光热发展成本曲线的下降幅度大于 ESTELA 全球成本曲线

20%的这一情形作为中国的基础情形，从目前案例电站的一次单位初投资 29,119 元/kW

为起始来预测，2015 年中国的单位投资成本将会下降至 23,004 元/kW，2020 年将会下降

到 14,268 元/kW，2025 年将会下降至 12,521/kW。 

在基础情景分析中，我们假定了成本下降的平均幅度为 ESTELA 全球曲线 20%这一情

形，见图 5 中的中间曲线（红色曲线）。 

在乐观情景分析中，我们假定了成本下降的平均幅度大于 ESTELA 全球曲线 40%这一

情形，见图 5 中的下面曲线（绿色曲线）。在此情形中，到 2020 年和 2025 年，中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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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发电的单位初投资较 ESTELA 全球曲线将分别降低 30%和 36%左右，这与中国在其它可

再生能源技术应用中实现的成本降幅相一致。 

图 5：建立适合中国的光热成本曲线   

20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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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ESTELA 前五年报告》（2012）；克林顿气候行动团队分析； 

 

2.4 投融资条件设定值 

本节所涉及到的各项投融资计算的设定值都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一起

讨论商定后确定的。 

计算采用的基础数据如下： 

1）假设案例电站 70%初投资来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利率与其它新能源技术

所享受的贷款利率一样，其余 30%初投资由电站建设方提供。 

2）该案例电站能够实现开发商实现商业化运行所需的资本金内部回报率确定为

8%，由此计算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为 5.91%，这个数值相对国际市场同类项目

要低。例如在美国，太阳能热发电开发商的资本金内部回报率从 2009 年第四季度的 7%已

经提高到了 2010 年同期的 15%，而相应的债务成本也从 4.4%提高到了同期的 11%。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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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资本金比例与案例电站基础情形一样，企业所得税也保持一样，这种变化如果发生

在中国，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只从 5.91%提高到 10.5%。其中，分析考虑到了偿债备付率

(DSCR)的限制因素。债务备付率是指项目在借款偿还期内，各年可用于还本付息的资金

与当期应还本付息金额的比值，专题三分析假设能够确保项目产生足够现金流的债务备付

率为 1.25x，有关其它数据，详见表 5。 

由于中国的银行贷款过程不计算交易成本，所以本表中没有考虑银行借贷的交易费

用。 

表 5：基础情形投融资情景  

债务比例（%）  70% 资本金比例（%）  30% 

贷款利率（%） 5.895% 资本金回报率（%） 8.000% 

贷款期限（年） 20 年 WACC 5.91% 

 

数据来源：国家开发银行；本专题参与人员； WACC =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 债务比例×贷款利率× (1-所

得税) +资本金比例×资本金回报率 

 

2.5 其它基础数据设定值 

其它基础数据考虑到了我国现有可再生能源技术所享有的政府优惠政策，其中体现在

企业所得税优惠、增值税减免抵扣以及适用于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优惠等政策，具体说明

如下： 

2.5.1 企业所得税 

在该分析中，假设太阳能热发电站享受普遍适用于包括光伏、风电、生物质和地热资

源利用在内的所有可再生能源技术目前所享有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即：企业所得税从普遍

税率 25%减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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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假设光热发电技术适用其它环保及清洁能源工程的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即：

运营期头三年企业所得税全免（100%免除），后三年税收按照 50%征收（即：第 4~6 年

期间企业所得税为 7.5%），第 7 年到运营期结束实施 15%的企业所得税征收。 

2.5.2 增值税 (VAT) 

有关售电所征的增值税（VAT），基础情形假设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跟风电和太阳能光

伏发电一样，应同样享受标准 VAT税率 17%的减半优惠。 

另外，基础数据分析还假设了设备部分的初投资成本应征 VAT 可以通过电站投用后

的售电应征 VAT进行抵扣，直到 VAT数额完全抵扣完为止。 

2.5.3 加速折旧 

基础情形假设折旧采用直线折旧方法，即，采用 10 年完成折旧，而非 25 年。基础情

形电站假定折旧残值为 0，折旧期每年无法折旧的金额允许转入后五年内依次累计折旧。

该折旧处理方法适用于我国现行的其它各类环保技术、能源技术、或节水及生产安全工

程。 

2.5.4 通货膨胀  

假设运营期内年均通货膨胀率保持不变。 

2.6 基础情形下的均化发电成本 (LCOE) 

基于以上假设数据，依据电站所在地太阳资源、电站容量配置（电站容量因子及年均

上网电量）、投资成本、运维成本及融资成本，CCI 团队计算了案例电站在不同建设日期

内电站建设投资的均化成本（LCOE）为人民币 1.38 元/kWh。 

如图 6 显示， 依据 2.3 部分的三种成本曲线情形，案例电站的均化成本会随着电站建

设起始日期不同而总在变化。假设采用中国的基础成本情形曲线，即：中国保守情形（红

色曲线）在低于 ESTELA 情形（蓝色曲线）成本降幅 20%的情况下，中国的电站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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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 2017 年才能达到人民币 1 元/kWh 的目标电价。而在中国乐观情形（绿色曲线）中，

在低于 ESTELA 情形（蓝色曲线）成本降幅 40%的情况下，中国的电站开发商最早也只

能在 2016 年实现人民币 1 元/kWh 的目标电价，而 ESTELA 曲线只有在 2018年才能实现 1

元/kWh 的目标电价。 

图 6：案例电站在不同成本曲线下的均化成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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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克林顿基金会气候行动分析团队 

 

2.6.1 一次投资对 LCOE 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为了专题三的分析目的，图 7 模拟分析了不同一次投资降幅下的 LCOE

变化趋势。如图所示，只有将案例电站的单位一次投资（29,119 元/千瓦时）下降 31%，

相对应的 LCOE 才会下降至我们的目标电价 1 元/千瓦时以下。随后更大幅度的成本降低

将依赖于未来技术发生重大的变革，而如今普遍商业化应用的槽式技术向塔式技术的快速

过度将会带来光热成本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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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案例电站在不同单位初投资成本下的电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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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克林顿基金会气候行动分析团队 

 

2.6.2 DNI 对 LCOE 的影响 

DNI 是影响热发电站经济性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图 8 展示的是不同成本降幅和

DNI 值增幅情形下的变化关系。如图 8 所示，当 DNI 值从基础情形下的 1900kWh 升高至

2100kWh 时，LCOE 将会下降 12%，相反，如果 DNI 值下降至光热项目最低要求值

1800kWh 时，LCOE 将会增加 5%。由此可见，商业化电站的建设地域选择非常重要，当

地 DNI资源越高，其发电成本效率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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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8：DNI 值上升与 LCOE 下降之间的关系  

 

数据来源：电工所，克林顿基金会气候行动分析团队。 

 

2.6.3 储热时间对 LCOE 的影响 

    储热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到太阳能热发电站的初投资成本的变化，因此也会影响到

LCOE 的变化，专题三成员仔细核对了案例电站的基本技术参数与成本参数，图 9 展示的

是不同储热情形下的均化发电成本变化。 

从图 9 可见，电站的电价随着储热时间呈现曲线变化，该案例电站在储热时间为 10 小

时的电价可以达到最低。 

这个最低点的位置主要取决于电站容量，储热成本以及当地的太阳辐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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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储热时间与 LCOE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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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电工所，克林顿基金会气候行动分析团队。 

 

2.6.4 槽式集热器成本与电站推广规模之间的关系 

      电站推广规模带来的效应显然要直接影响到太阳能热发电站的初投资成本的变化，因

此也会影响到 LCOE 的变化，图 10 展示的是不同推广规模情形下的均化发电成本变化。 

图 10：槽式集热器成本与电站推广规模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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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电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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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可行性商业化电站项目所需扶持政策框架  

我国 2013 年 1 月光伏发电的上网电价是人民币 1 元/kWh，但根据上面章节的分析，

鉴于我国太阳能热发电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这样的电价水平完全无法推动我国光热发电

的商业化发展。然而，就中长期而言，在全球和我国范围内推广光热应用势在必行，那

么，政府要么出台必要的扶持政策，要么制定光热发电的上网电价。 

下文篇章针对各种可能的扶持政策对于商业化电站经济性的可能影响，以此来验证国

家扶持政策的适用性。 

3.1 政策框架背景 

在过去 10 年中，中国在大规模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应用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

如图 11 中回顾分析，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都曾经历了从研发示范到商业化起步阶段的过

渡。 

图 11：风电和光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政府支持回顾  

技术研发示范阶段 商业化起步阶段 商业化运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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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光伏 - 政府技术研发补贴 - 特许权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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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可再生能源研究中心，克林顿基金会气候行动分析团队。 

如上分析，在每一发展阶段，政府扶持政策对于孕育并推进行业发展至关重要。尽管

经历了不同的电价演变过程，但风电和光伏起步阶段的均化发电成本分别在 4 元/kWh 和

2 元/kWh 的水平。另外，固定上网电价都是在风电和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到一定的商业化

阶段，生产和开发成本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才出台的。就拿我国光热发电目前的成本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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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光伏发电的同期发展阶段相比，我国目前的光热发电成本远低于当时其它技术的成

本水平。 

作为专题三分析的有力政策参考，专题三对于我国风电、光伏和生物质能行业发展过

程中成本变化与国家扶持政策的演变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分析，详细内容参见附件（附件

1、附件 2、附件 3）。另外，附件 4 也对个新能源项目的特许权招标过程与电价制定方法

进行了详细的回顾总结，作为下文篇章中均化发电成本（即：上网电价）分析的参考依

据。 

3.2 实现上网电价 1 元/度的可能激励政策架构 

假设采用目前的光伏上网电价用于现阶段我国的光热发电项目推广，基于上文的成本

分析，案例电站的基础情形均化发电成本为 1.38 元/kWh，基于我国截至 2020 年光热装机

总量的总目标，下文评估分析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将会对均化成本降低的所起的作用。 

3.2.1   降低运行成本 

首先考虑的是运行成本减持的一项手段，即：厂用电采用电网供电。需要说明的

是，专题三基础情形分析中厂用电价成本采用的是均化发电成本，而在我国，电厂用电普

遍采用电网购电这种形式，所购电力不含增值税。通常电站运行商与电网直接签订电力购

买协议（PPA），该协议价格因电站所处地区而不同，但相对非常优惠。本专题参照了内

蒙古鄂尔多斯地区额定的标准电价 0.451 元/千瓦时。采用厂用电电网供电这种形式，假

设还是采用基础情形中的投融资条款，即：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条件，计算结果显示，

LCOE 会降低 7.3%，达到人民币 1.28 元/KWh 



20 

 

图 12:  厂用电采用国家电网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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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克林顿基金会气候行动分析团队。 

 

3.2.2 降低投资成本 

与化石燃料发电技术相比，光热发电一次性初投资成本相对过高，运行维护成本相对

较小，而燃料成本相对而言却很小。因此，光热发电技术与其它可再生能源技术未来的投

资成本和投融资成本的敏感性变化会更大。 

图 12 反映了降低电站投资成本对于案例电站均化成本的不同影响。这两者的关系不

是严格的线性变化关系，而且，税后项目资本金回报率只要降低 1%，其收益持平的均化

成本（LCOE）就会相应降低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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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投资成本对均化成本（LCOE）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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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克林顿基金会气候行动分析团队。 

 

在此基础上，CCI 团队模拟了诸如亚行（ADB）和世行（World Bank）所提供的有条

件优惠贷款利率下的成本变化。 

表 6：有条件优惠贷款情景  

贷款比例（%） 70% 资本金比例（%） 30% 

贷款利率（%） 2.5% 资本金回报率（%） 8.0% 

贷款期限（年） 25（5 年宽限期） WACC 3.89% 

 

分析依据： WACC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债务比例 x 贷款利率 x (1-所得税) +资本金比例 x 资本金回报率 

数据来源：中电工程，电规院，克林顿基金会气候行动分析团队。 

 

图 14 分析的是采用有条件优惠贷款条件下的案例电站均化成本的变化。鉴于资本金

所占电站对于总投资成本比例的影响程度，资本金的下降将会使得 WACC 从 5.9%下降到

3.9%，从而使得得以实现收益持平的 LCOE 下降至大约 18%，达到人民币 1.12 元/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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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有条件优惠贷款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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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克林顿基金会气候行动分析团队。 

 

3.2.3 各种税收补贴 

基础情形的 LCOE 分析中已经考虑了适用于新型能源技术现行的各项税收优惠，除

此之外，还可以考虑其它的税收减持手段。专题三对于售电增值税全免情形进行了模拟分

析，图 14 反映的就是增值税全免情形下的案例电站均化成本（LCOE）的变化。假设还

是采用基础情形中的投融资条款，即：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条件，计算结果显示：LCOE 会

降低 9.4%，达到人民币 1.25 元/KWh（图 11 中最后一个图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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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增值税（VAT）再减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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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克林顿基金会气候行动分析团队 

 

3.2.4 电厂用地费用减免 

鉴于初投资对于实现收益持平时的均化成本的重要影响，该分析也模拟了另外一种政

府扶持手段，即：电厂用地零费用。尽管用于土地征用和使用的成本只占案例电站的

3.6%，但当地政府部门也许会更容易利用吸引投资的政策手段来减免这部分成本负担，而

这部分费用的减少也依次影响到投融资成本的变化。 

图 16 模拟分析的是政府/当地政府部门免征土地使用费用后，案例电站其均化成本的

变化。假定还是采用基础情形中的银行贷款条件，即：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条件，均化成

本（LCOE）可以下降 3.2%，降低到人民币 1.33 元/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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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电厂用地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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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克林顿基金会气候行动分析团队 

 

3.2.5 与太阳能发电园区融合 

作为最后一种扶持手段，CCI 团队引入了融合大型太阳能发电基地（Solar Park）这一

模式（在专题报告五中有详细论述）。即：将太阳能热发电站建在一个 DNI 资源很好的

太阳能发电园基地内，而非园区外的某一个独立运营的太阳能热发电站。专题五对 Solar 

Park 模式进行了详细描述，Solar Park 就是一个类似经济开发区的、但专门为太阳能发电

服务的集发电-设备生产-服务于一体的产业园区，是吸引多家电厂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投

资、加速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应用部署的一种方式，通过集中征地、整体部署、统一配备

齐全的基础设施这种方式来降低开发商的项目开发风险并简化行政审批程序。CCI 团队结

合其它国家类似项目的经验，估计融合 Solar Park 模式会降低案例电站的总体成本达 4%之

多。假定继续采用基础情形下的投融资贷款条件，即：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条件，如图

17 显示，均化成本（LCOE）可以下降 3.4%，降低到人民币 1.33 元/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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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融合太阳能园区模式  (初投资成本下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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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克林顿基金会气候行动分析团队。 

 

3.2.6 结合各种扶持手段的瀑布情形 

至此，该分析已经结合了中国现有的、有可能适用于中国光热发电行业商业化起步阶

段的各种扶持手段，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将实现收益持平的上网电价降低到人民币 1 元

/KWh 的目标。显而易见，上述任何一种手段都无法单独将现有的均化发电成本

（LCOE）降至能确保案例参照电厂实现市场化商业运作的地步。 

基于此，如图 18 显示，为了促进商业化起步阶段的光热发电行业的发展，该分析结

合了上述所有扶持手段模拟出如下累计下降的均化发电成本。分析采用了厂用电电网购电

增值税免除、优惠贷款条件、高新技术税收优惠基础上售电增至税减免以及两种直接的初

投资扶持补贴，最终的均化发电成本（即:上网电价）是人民币 0.9 元/kWh，低于光伏 1

发电 1 元/kWh 的上网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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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结合各种扶持手段的瀑布情景（累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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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克林顿基金会气候行动分析团队。 

在此基础之上，专题三分析还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形，即：在没有优惠贷款情形下的

LCOE 变化。如图 19 所示，假设 2015 年开始建设太阳能热发电站，在没有类似亚行和世

行提供的优惠贷款情形之下，商业化太阳能热发电站仍然可以依赖其它各种扶持手段来实

现 LCOE 低于 1RMB/kWh 的目标电价，从而也可以促进光热发电的商业化发展。 

图  19：  无优惠贷款条件下各种扶持手段的瀑布情景（累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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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克林顿基金会气候行动分析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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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太阳能热发电电价形成机制探讨  

         固定上网电价的出台将会降低上文分析模拟的各种激励政策出台的必要性，但无疑

是政府部门参考风电、光伏和生物质发电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稳妥可持续发展光热行

业的一项选择。 

4.1 参考当地光伏电价形成固定电价 

光伏是一个已发展成熟的技术，电价构成中不确定因素较少。从本报告附录 2 中可

见，光伏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前期多个电站的运行也总结出了经验，确定的固定电价较为准

确。而太阳能热发电刚刚开始商业前期，如依据已商业化的光伏电价来形成固定电价会与

热发电实际经济性有较大差别，显然不利于太阳能热发电的投资。 

太阳能热发电原理与光伏发电不同，运行方式也不同。在光到电的转换中各有特点，

应用模式也各有特点，电价也不可能相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场合两者各有高

低。 

太阳能热发电可带有储热是可稳定上网的电力，这种优质电力与稳定上网困难的光伏

电力相比应享受“优质优价”。如果两者比较也应该使得光伏具有与热发电有同样稳定性

为前提进行比较。 

因此，使太阳能热发电电价等同光伏电价是不合适的。 

4.2 通过特许权招标确定电价 

从前面描述的情况来看，特许权招标对摸清价格情况有一定的作用，也能体现公平。

但前期应特别注意控制电价的权重。由于我国热发电刚刚开始，应保证技术的可靠性和安

全性和恶性竞争，因此在招标中电价的权重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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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通过专家计算确定电价 

通过权威机构的计算确定不同地区的固定电价也是一个办法。但由于我国没有运行电

站的经验，国外公司也没有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过电站实践。因此即使一次投资计算准

确，但运维模式和运维成本会有较大误差，导致电价不准。计算电价可作为确定固定电价

初期的参考，同时还应该有其他财政手段作为调节，这样才能保证形成合理的电价。这种

方式在形成电价的初期可以避免招标的盲目性。 

4.4 补贴政策 

   参考生物质能的价格策略，规定发电的上网电价“电价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加补贴电价组成，同时给定补贴电价标准和取消补贴电价

的时间。为了促进行业发展，可以规定每年新批准和核准建设的发电项目的补贴电价比上

一年新批准和核准建设项目的补贴电价递减率。 

如果大多数电站在补贴电价下后仍然亏损，参考生物质能的做法，国家可对补贴电价

进行调整。直到得到合理的电价。 

4.5 太阳能热发电固定电价形成机制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建议采用固定电价的机制。形成固定电价的方法可以有 A 和 B两种： 

方式 A：固定电价=专家计算电价+运行后亏损补贴 

方式 B：固定电价=低电价权重特许权招标+运行后亏损补贴 

方式 A 启动形式较为简洁，但需要计算出基本合理的电价比较困难，因为没有

对中国环境条件下的运行经验。 

方式 B 需要进行招标。方式 B 的招标过程可以参考风电，注意中标人的确定规

则和电价权重。电价权重可以在不同发展阶段给予不同权重。开始时权重小，发展到

后期该权重可逐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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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施方式 A 或方式 B，经过几个电站的运行后即可得到合理的固定电价。 

由本报告的研究成果可见，银行利率等财税政策在确定电价时会有比较大的作

用。这些无论是方式 A 或方式 B都是要考虑的。 

在考虑亏损补贴时，对电站的亏损评估是很重要的，这可参考生物质电站的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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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  

本研究专题报告详细描述了有关太阳能光热发电技术的技术优势、规模经济效应、产

供电平稳不冲击电网这一显著的稳定性特点以及中国广大的大西北具有得天独厚的光热资

源开发条件，光热发电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但是，我国光热发展也需要随着全球

光热发电技术不断革新和成本不断降低并步步推进。从现实角度出发，在过去 10 年中，

尽管我国已有的光热发电研发机构、设备制造厂家以及工程开发公司都已经储备了相应的

技术研发和生产装备的能力，但与达到世界水平仍然存有一定差距。为了给所有参与光热

行业发展的各利益攸关者带来行业发展的希望，专题三报告通过上述各种情形模拟分析，

提出以下建设性建议，希望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具体总结如下： 

第一、 有关技术研发和生产装备： 纵观我国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历史发展，拥有本

土化的光热发电和装备能力是促进风电和光伏得以迅猛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样地，继续加

大光热发电技术革新和研发能力的扶持力度最终会很快推动这一行业的发展，使得中国光

热发展处于世界竞争之列。如有可能的话，中国的太阳能热发电站承建商可以考虑和国际

知名的光热总承包商联手，创建合资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孕育中国本土化的光热发电系统

工程经验。另外，当今商业运作模式不乏有行业内联手兼并和收购的各种案例，如有可能

的话，中国的光热设备制造商可以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兼并和收购，最终掌握世界领先的技

术研发和生产装备的能力。 

第二、 有关太阳能热发电站场址选择的考虑：正如在该主题第二部分 2.6.2 图 8 中

分析，DNI 是太阳能热发电站经济可行性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对于中国未来

太阳能热发电站项目的部署，必须考虑在光热资源十分理想的地区进行。国际上公认

DNI 值 1800 是光热发电最低的要求，那么，在中国有限优先考虑部署太阳能热发电站的

地区应该是在西藏、青海、甘肃、新疆南部和内蒙古西北部光热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开

展。 

第三、 有关财税政策支持：在本报告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对财税激励政策做了深

入的研究，探讨了两种形式的政策参考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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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现行光伏上网电价配套财税激励政策。如图 17 所示，结合现有各种激励手段

可以从极大程度上降低均化发电的成本，使得项目投资取得合理的投资回报

这一最基本的条件。因此，政府决策部门应考虑给与最初 10 家商业化电站示

范项目上述所有优惠政策，这一政策将无疑会激励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在

我国实现光热发电成本的大幅下降。 

b) 建议采用固定电价政策。由于发电原理和发展阶段不同，热发电无法按照目

前光伏的电价作为固定电价。光伏也无法按照热发电的储能模式形成稳定的

上网电力。热发电固定电价的形成可通过先给定计算电价或特许权形成电价

加后补贴的方式逐步确定。特许权招标过程的价格权重的确定和评标模式可

参考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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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风电不同阶段激励政策  

风电是通过特许权招标（2003 年）作为启动和探索，然后确定固定电价（2009

年），同时财税政策（2008）对某些技术进行支持，以加快科技进步。 

1） 风电场特许权招标政策 

2003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动了的风电特许权项目，旨在通过风电开发权招标的方

式，引入竞争机制，降低风电上网电价，并推进风电设备国产化。在 2003-2006 年期间，

共有 11 个风电项目中标，中标规模 245 万 kW，中标电价 0.52—0.38 元/kWh，见表 A1 和

图 A1。从图中可见，不同地区，不同时段招标产生的中标价格差别较大。目前对于海上

风电主要采用特许权招标电价。 

表 A1：十一个风电项目中标电价  

 项目名称 中标单位 中标价格（元/kWh） 

1 江苏如东风电场 华睿公司 0.4365 

2 广东惠来石碑山风电场 广东粤电集团 0.5013 

3 江苏如东第二风电场 龙源电力集团 0.519 

4 
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 北京国际电力新能源 0.382 

5 吉林通榆团结风电场 龙源电力与华能新能源环保 0.509 

6 江苏东台风电场 国华能源 0.519 

7 甘肃安西风电场 黄河上游水电 0.4616 

8 山东即墨王村 华电国际 0.6 

9 内蒙古锡盟灰腾梁风电

场 
中广核 0.4056 

10 内蒙古包头巴音风电场 龙源电力 0.4656 

11 河北张北单晶河风电场 中国节能投资公司与香港建设 0.5006 
 

数据来源：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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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十一个风电项目中标电价  

中标价格（元/kWh）

0.35

0.4

0.45

0.5

0.55

0.6

0.65

1 3 5 7 9 11 13

中标价格（元/kWh）

 

数据来源：国家可再生能源研究中心。 

主要内容： 

 通过公开招标选择投资商，承诺最低上网电价者中标，要求风电设备国产化

率不低于 70%（2009 年已取消）; 

 风电特许权项目特许期 25 年; 

 省电网公司要按照与中标人签订的购电合同收购风电项目全部电量; 

 风电与常规的电源差在省电网分摊（2006 年起在全国分摊）。 

 

2) 根据风能资源条件确定的分区固定上网电价政策 

2009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 《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1906 号。按风

能资源状况和工程建设条件，将全国分为 4 类风能资源区，相应制定风电标杆上网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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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类资源区风电标杆电价水平分别为每千瓦时 0.51 元、0.54 元、0.58 元和 0.61 元。海上风

电上网电价现阶段为审批电价和招标电价结合的方式，价格区间为 0.62～0.97 元/千瓦

时。对比图 

3) 财政税收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56 号文《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对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实现的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 50%的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布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

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 年版)的通知》（财税[2008]116 号）。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在维

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允许企业逐年抵扣其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 

风电企业享受所得税三免三减半的优惠(自项目取得生产经营收入的第一个纳税年度

起，前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007 年初，财政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落实

国务院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自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对国内企业为开发、制造 1.2MW 以上的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而进口部分关键零部

件、原材料所缴纳的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政策。对进口单机功率不小

于 1.5 MW 的风电机组配套的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http://gov.hexun.com/chinatax/index.html
http://tax.hexun.com/
http://gov.hexun.com/sdpc/index.html
http://gov.hexun.com/cust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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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光伏不同阶段政策  

我国的光伏发电市场激励政策是以国家全额投资开始（2009 年前）、通过补贴政策

（2009 年），经过特许权招标（2010 年）、最终发展到目前的上网电价（2011 年）。 

我国最初的光伏市场主要是无电地区独立光伏电站，由国家全额投资建设。2009

年，我国开始实施“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和“金太阳示范工程”，明确为分布

式光伏发电系统提供财政补助；同时国家能源局也启动了大型光伏电站的特许权示范招

标，为大规模光伏发电站建设提供政策支持。 

1)  补贴政策 

在光伏的发展期，国家给予了扶植。 

光电建筑一体化补助：2009 年 3 月 23 日，财政部印发了《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明确中央财政从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中安排部分资金，支持

太阳能光电在城乡建筑领域应用的示范推广。重点引导光电建筑一体化发展，重点扶持技

术先进的光伏产品推广应用。2009 年建材型、构件型光电建筑一体化项目的补贴标准为

20 元/Ｗ，安装型光电建筑一体化项目 15 元/W。2010 年补助标准有所下降，对于建材

型、构件型光电建筑一体化项目补贴 17 元/W，对于与屋顶、墙面结合安装型光电建筑一

体化项目补贴 13 元/W。以后年度补助标准将根据产业发展状况予以适当调整。 

金太阳示范工程：2009 年 7 月 16 日，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能源局共同印发《关于实施

金太阳示范工程的通知》，明确中央财政从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中安排一定资金，支持光

伏发电技术在各类领域的示范应用及关键技术产业化（以下简称金太阳示范工程)。金太

阳示范工程的补助标准是：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原则上按光伏发电系统及其配套输配电工程

总投资的 50%给予补助，偏远无电地区的独立光伏发电系统按总投资的 70%给予补助。

以后每年都有金太阳项目申报，补助标准都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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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许权招标政策 

2009 年以前，我国对于大型光伏电站建设一直采取“一事一议”的上网电价模式。

2007 年和 2008 年国家发改委先后分两次核准了四个光伏电站项目，包括上海两个项目、

内蒙古和宁夏各一个光伏电站项目，虽然这四个项目的太阳能资源条件不同，但上网电价

均为 4 元/kWh。 

2009 年，国家能源局进行了第一轮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招标，项目通过公开招标选

择投资企业，采用特许权方式建设管理，特许经营期 25 年，以推动大型并网光伏电站建

设，上网电价为 1.09 元/kWh。 

2010 年 6 月，国家能源局启动了第二轮并网光伏发电特许权示范项目招标，共涉及

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宁夏和新疆西北六省区的 13 个光伏电站项目，项目总装机

280MW，中标电价在 0.72 至 0.99 元/度之间。十三个项目中标电价表 A2 和图 A2。可以看

到，中标电价与建站地点有关，但电价均低于 2011 年 8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对外发布的固

定电价。 

表 A2：十三个光伏项目中标电价  

序号 项目名称 中标企业名称 中标电价（元/kWh） 

1 
陕西榆林靖边 20MW 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0.8687 

2 青海共和 30MW 光伏并网发电特许权项

目 

中电投黄河上游水电开

发公司 
0.7288 

3 
青海河南 20MW 并网发电特许权项目 

中电投黄河上游水电开

发公司 
0.8286 

4 
甘肃白银 20MW 并网发电特许权项目 

中电国际新能源控股有

限公司 
0.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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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甘肃金昌 20MW 光伏并网发电特许权项

目 

华能新能源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 
0.7803 

6 甘肃武威 20MW 光伏并网发电特许权项

目 

中电国际新能源控股有

限公司 
0.8099 

7 
内蒙古阿拉善 20MW 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内蒙古国电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 
0.8847 

8 
内蒙古包头 20MW并网发电特许权项目 

包头鲁能白云鄂博风电

有限公司 
0.7978 

9 
内蒙古巴彦淖尔 20MW光伏并网发电 

内蒙古国电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 
0.8444 

10 宁夏青铜峡 30MW 光伏并网发电特许项

目 

华能新能源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 
0.9791 

11 
新疆哈密 20MW 光伏并网发电特许项目  

中电投新疆能源有限公

司 
0.7388 

12 
新疆吐鲁番 20MW并网发电特许权项目  

中电投新疆能源有限公

司 
0.9317 

13 
新疆和田 20MW 并网发电特许权项目 

中电投新疆能源有限公

司 
0.9907 

 

数据来源： 国家可再生能源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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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十三个光伏发电项目中标电价  

中标电价（元/kWh）

0.7

0.75

0.8

0.85

0.9

0.95

1

1 3 5 7 9 11 13

中标电价（元/kWh）

 

数据来源：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4）标杆上网电价政策 

2011 年 8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对外发布通知，我国的光伏上网电价政策开始实施，

政策主要内容：制定全国统一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2011 年 7 月 1 日以前核准

建设、2011 年 12 月 31 日建成投产、尚未核定价格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统一

核定为每千瓦时 1.15 元（含税，下同）。2011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核准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

目，以及 2011 年 7 月 1 日之前核准但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仍未建成投产的太阳能光伏

发电项目，除西藏仍执行每千瓦时 1.15 元的上网电价外，其余省（区、市）上网电价均

按每千瓦时 1 元执行。今后将根据投资成本变化、技术进步情况等因素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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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生物质能发电不同阶段政策  

  我国的生物质能发电政策是以国家补贴开始（2006 年）、通过补贴调整（2008

年），发展到目前的上网电价（2011 年）。 

1）补贴政策 

       2006 年 1 月 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

办法》(发改价格[2006]7 号)以下简称“《办法》”)规定生物质发电的上网电价“电价标准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05 年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加补贴电价组成。补贴电价

标准为每千瓦时 0.25 元。”并且规定了“发电项目自投产之日起，15 年内享受补贴电价；

运行满 15 年后，取消补贴电价。自 2010 年起，每年新批准和核准建设的发电项目的补贴

电价比上一年新批准和核准建设项目的补贴电价递减 2%。” 

        2008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监会公布了《关于 2007 年 1-9月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补贴和配额交易方案的通知》，考虑到生物质直燃项目在得到每千瓦时 0.25 元的

补贴后仍然亏损，《通知》对纳入补贴范围内的秸秆直燃发电亏损项目按上网电量给予临

时电价补贴，补贴标准为每千瓦时 0.1 元，使生物质发电项目的度电补贴增至每千瓦时

0.35 元。 

2）上网电价政策 

        2010 年 7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关于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完

善了生物质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对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实行标杆上网电价政策。统一执

行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 0.75 元（含税）。已核准的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招标项目除

外），上网电价低于上述标准的，上调至每千瓦时 0.75 元；高于上述标准的国家核准的

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执行原电价标准。 

       2012 年发布了“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801 号），

规定了以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均先按其入厂垃圾处理量折算成上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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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结算，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 280 千瓦时，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

电价每千瓦时 0.65 元（含税）；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当地同类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 

3）税收政策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财税[2008]117 号）作为新《企业所得税法》

配套政策之一，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修订公布，规定的资源作

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非禁止并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

减按 90%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并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因此生物质发电因资源

综合利用可享受收入减计 10%的所得税优惠。 

        2008 年 12 月 9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

政策的通知》规定，以垃圾为燃料生产的电力或者热力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文件

要求垃圾用量占发电燃料的比重不低于 80%，并且生产排放达到 GB13223—2003第 1时段

标准或者 GB18485—2001 的有关规定。文件中所称垃圾，是指城市生活垃圾、农作物秸

杆、树皮废渣、污泥、医疗垃圾。该政策自 2008 年 7 月 1 日执行。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规定，企业从事《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

第三项所称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

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

税。即三免三减半。 

    对于取得发改委《资源综合利用认定证书》的项目，除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购

置的机械设备允许进行增值税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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