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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和环境都是世界焦点问题，常规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等

问题，使全球各国都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可再生能源具有资源分布广、

开发潜力大、环境影响小、可永续利用的特点。目前太阳能光伏、风能、生物质

发电等均在我国进行了部署应用。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中，太阳能由于具有储

量大、分布广等优点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应用。太阳能热发电是国家“十二五”及

今后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截止2012年底，全球已运行电站装机容量达到

2 GW，在建项目超过2.5 GW。我国第一座利用纯太阳能的汽轮机发电的电站—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八达岭太阳能热发电实验电站”也于2012年8月发电，

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完善、技术水平的逐步提升，太阳能热

发电成本有望加速进入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 

      

1、太阳能热发电技术概述 

太阳能热发电是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通过热功转化过程发电的技术。采用

这种光电转换技术的电站称为太阳能热发电站。根据收集太阳辐射方式的不同，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可分为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槽式太阳能热发电、碟式-斯特林

太阳能热发电和线性菲涅耳式太阳能热发电四种类型。 
我国在 2006 年科技部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2007 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

年国家能源局颁布的《国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规划》中均把太阳能热发电明确列

为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该技术亦列在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版）》新能源的第一位。从“十五”开始，我国 863 计划，973 计划，

攻关计划，支撑计划，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能源能力建

设资金及各省市科技计划等都对太阳能热发电给予了支持，且投入逐步加大。 

 

太阳能热发电的特点主要包括： 

1）发电功率相对平稳可控。太阳能资源具有间歇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太

阳能热发电站可以配置技术上相对成熟的大容量储热装置，以确保发电功率的稳

定。 

http://news.bjx.com.cn/zt.asp?topic=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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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行方式灵活。太阳能热发电系统可以与燃煤、燃油、天然气及生物质

发电系统等进行联合热力循环运行。 

3）可进行热电并供。发电余热可以供暖和海水淡化等。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具有优异的环境特性： 

在环境方面，具有非常好的环境效益。图 1 是德国政府对各种不同发电方式

排放 CO2 的比较，可以看出，在生命周期评价中，太阳能热发电的 CO2 减排是

几种发电方式中最优的。 

太阳能热发电的基本过程涉及聚光、传热和热功转换等方面。热力学、传热

学、光学、材料学等多个学科以及这些学科的交叉是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的理论基

础。只有掌握了这些关键科学技术，才能使系统效率大幅提高，发电成本进一步

降低，进而才有可能推动其大规模商业化发展，实现太阳能的有效利用，以满足

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 

国际能源署（IEA）在 2010 年 5 月发布的《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图》

（Technology Roadmaps Concentrating Solar Power）中提到，在适度的政策支持下，

预计到 2050 年，全球太阳能热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将达到 1089GW，平均容量因

子为 50%（4380h/a），年发电量 4770TW·h，占全球电力生产的 11.3%（9.6%来

自于纯太阳能），其中，中国太阳能热发电电力生产将占全球的 4%，年发电量约

 
图 1 不同发电方式生命周期内 CO2 排放的比较 

（资料来源：德国环境自然资源和核能部，德国环境合作及发展部报告，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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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TW·h。在太阳能资源非常好的地区，太阳能热发电有望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大

容量电源，到 2020 年承担调峰和中间电力负荷，2025～2030 年以后承担基础负

荷电力。 

以年可发电量来讲，我国潜在的太阳能热发电装机潜力约为 16000GW，发

电潜力约为 42000TWh/年。这意味着，即便在未来，所有的化石能源枯竭之后，

中国仍然有着远大于自给自足能力的丰富的稳定的太阳能热发电资源。另外，发

展太阳能热发电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支点。调整产业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

战略决策，战略型新兴产业发展将进一步加快，太阳能热发电产业由于产业链长，

在发展过程中可拉动钢材、铝材、玻璃、水泥、矿料、电料、耐火、保温、机电、

机械、电子等十几个行业产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新支点、新动力。

总之，加快推进我国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的应运和太阳能的热能利用，无论对国家

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改善环境，还是对国家的能源安全、

国防安全等长远利益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报告的宗旨是促进国内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发展，研究以形成合理电价为核

心的一揽子政策，重点研究国际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进展、产业现状、政策经验和

发展趋势，分析我国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现状、产业基础及发展中面临的突出技术

和政策问题，提出促进我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和措施。本研

究项目针对以上内容形成五个专题报告。 

 

2、研究报告编写组织过程 

我们认为，太阳能热发电的电价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太阳能热发电

电价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电价的制定机制应该有相应的技术支撑和质量体系作

保障才能避免今后的恶性竞争。在 2012 年 8 月 23 日举行的联盟成员大会上，联

盟成员针对目前我国技术和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以上观点形成共

识，认为联盟非常有必要对太阳能热发电的国家战略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为

国家制定政策献言献策，提供依据。会上决议联盟秘书处会后即组织有关成员单

位对太阳能热发电的政策开展研究，编写以电价政策为核心的研究报告，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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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以保障国家能源战略规划的完成和太阳能热发电技术

和市场的有序发展。 

2012 年 9 月 1 日，联盟秘书处在会后立即开始了组织工作。委托中国科学

院电工研究所写出报告纲要和大纲草稿，并由联盟理事会向国家能源局汇报此

事。此举得到了国家能源局的大力支持，2012 年 9 月 18 日，联盟收到国家能源

局《关于委托开展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政策研究的函》(见附件 1)。要求联盟会同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等有关单位开展太阳能热发电政策研究。联盟理事会在经过

两个月的总体构思并与国家能源局进行了沟通。根据写作内容需要，联盟特邀请

联盟内相关单位组成编写组。另外还邀请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和国家开发银行等

参加编写组。为使得报告数据和结论更加准确，本报告还邀请在太阳能热发电有

丰富经验的境外企业和国际机构，如欧洲太阳能热发电协会（ESTELA）、ABENGOA 

SOLAR S.A.（阿本戈太阳能公司，西班牙）、ASAHI GLASS CO.LTD（旭硝子玻璃公

司，日本）和德国 FLAGBEG CO. LTD 等参加编写组。William J.Clinton Foundation

（克林顿基金会）给予本研究巨大支持，受联盟邀请（附件 2）基金会的四位具

有丰富投资银行经验的专家全时投入本报告的编写。国际著名研究基地西班牙

PSA 创始人，现任 ESTELA 主席的 Luis Crespo 博士亲自为本报告撰写国际态势部

分。报告还邀请了在美工作的对 2012 年光伏“双反”过程熟悉的知识产权律师

参加了报告有关内容的撰写。 

2012 年 11 月 13 日召开了项目启动会（附件 3），正式开始报告编写过程。

启动会纪要见附件 4。 

在报告编制过程中又两次与国家能源局有关部门会议沟通接受能源局指导，

对报告的目录，格式和内容进行了修正。 

 

3、本报告基本观点 

“十一五”以来，我国太阳能热发电科学技术研究和装备产品等已得到快速

发展。必须从全球的视角分析中国目前热发电所面临的挑战和壁垒，探索建立以

技术为基础、以质量为保障、以政策为导向、以法律为约束的太阳能热发电市场

及产业链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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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在国内外近年来发展很快，可充当电网基础负荷； 

2、 在 2017 年实现用户侧平价上网； 

3、 在一系列的扶植政策支持下，太阳能热发电电价可达到目前光伏电价的

水平； 

4、 固定电价政策有利于太阳能热发电的产业发展； 

5、 示范项目的建设是必须的，这对掌握技术和准确了解电价都是必要的； 

6、 我国应在建设示范电站的之前建立产品质量保障体系，逐步放开市场； 

     

我国的太阳能热发电产业的发展顺序应该是 5—4—3—2—1 逐步实现。即先

建立基本的质量保障体系，然后开展一批示范项目，形成合理的固定电价，形成

环节合理的产业链，在 2017 年达到用户侧平价上网。 

对容量 50MW，带 4 小时储热的槽式电站作为案例电站进行分析（详见专题

报告 3），案例电站目前的单位初投资为 29,119 元/kW，2015 年将会下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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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电站的电价中国保守情形在 2017 年可达 1 元/kWh，而中国乐观情形，最早也只

能在 2016 年实现 1 元/kWh 的目标电价，2025 年可达约 0.6-0.7 元/kWh。 

 

本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电价政策以及相应的配套支持措施和实施步

骤，同时特别分析中国为什么需要太阳能热发电，如何发展中国太阳能热发电，

中国商业化太阳能热发电的电价机制。在实施步骤研究中，提出了包括太阳能热

发电产业基地规划、太阳能热发电基地（Solar Park）的规划，也探讨太阳能热

发电独立供能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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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启动会现场 

 报告的重要产出：主要包括太阳能热发电电价政策、产业支撑服务体系、实

施步骤及国家战略规划。形成如下五个专题报告，研究报告情景分析时间节点为

2015、2020 和 2030 年。 

专题报告一：国内外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市场、政策发展情况报告 

专题报告二：我国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和政策瓶颈分析 

专题报告三：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激励政策分析  

专题报告四：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支撑体系研究 

专题报告五：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发展战略及部署规划研究 

 

4、编写团队构成 

能源政策国家级研究机构、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国家级研究机构、国家级电力

设计院、国际权威市场分析机构、国际致力于太阳能热发电推广的机构、主要设

备制造商、电站运营商，国家电网公司、金融机构、法律顾问等 27 家单位。具

体名单见表 1。 

                   表 1 参加报告编写的单位和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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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机构 参编人员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胡润青 

孙培军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王志峰 

张剑寒 

杜凤丽 

原郭丰 

徐 立 

詹 晶 

William J.Clinton Foundation 

（威廉姆 克林顿基金会） 

Dr.Tony Wood（基金会气候

行动计划团队主任） 

Dr.James Baird 

Dr.Sheldon Xie 

Ms.Tatiana Zervo 

ESTALE(欧洲太阳能热发电协会) 

Dr.Luis Crespo(ESTALE 主席) 

Mr. Cayetano Hernandez 

Lluna 

ABENGOA SOLAR（阿本戈太阳能公司，西班牙） 

Mr.Julian Lopez Garrido

（ABENGOA SOLAR 中国首

席代表） 

卢志恒 

ASAHI GLASS CO., LTD (日本旭硝子玻璃公司) 

神谷雅行（旭硝子公司董

事，中国区总经理） 

邓  东 

国电龙源电力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高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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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维 

中广核太阳能公司 

邱河梅 

董  军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新能源研究所 赵  亮 

中国电力顾问集团公司 

陈玉虹 

王  斌 

王彬彬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张  健 

内蒙古电力设计院 寇建玉 

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黄  湘 

王佩明 

大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张贵银 

焉长会 

杭州大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屠有军 

潘  均 

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杜凤丽 

王  杰 

张长江 

北京天瑞星真空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王  宏 

徐  丹 

北京市太阳能研究所有限公司 朱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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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建材设计研究院 邵继新 

北京鉴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秦海岩 

刘明亮 

纳明亮 

国家气候中心 申彦波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王  赓 

内蒙古绿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薛际纲 

姜丝拉夫 

杨  婧 

孟  斌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韩  巍 

兰州交大国家绿色镀膜工程中心 

范多旺 

王成龙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王  伟 

国家开发银行 何佰磊 

美国执业律师 李子雍 

Flabeg CO., LTD 周立新 

 

5、专题报告主要内容 

专题报告 1：国内外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市场、政策发展情况报告 

主要回答问题：技术、产业、政策发展现状，中国为什么需要 CSP？ 

主笔人： 杜凤丽  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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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研究所 

参加人员 Luis Crespo，Cayetano Lluna ESTELA（欧洲太阳能热发电协会） 

 Julian Lopez Garrido，卢智恒 ABENGOA SOLAR（阿本戈太阳能公司） 

 高霞，高维 国电龙源电力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原郭丰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黄湘，王佩明 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邱河梅，董军 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原郭丰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报告目录： 

1、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介绍 

1.1 太阳能热发电原理和历史 

1.1.1 太阳能热发电原理及特点 

1.1.2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分类 

1.1.3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发展简史 

1.2 太阳能热发电与其他能源利用方式对比的优势 

1.2.1 资源需求：用之不竭 

1.2.2 环境影响：极低 

1.2.3 发电出力特性：平滑 

1.2.4 接入电网特性：灵活 

1.2.5 太阳能热发电与太阳能光伏发电比较 

1.3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对我国能源规划的战略地位 

2、国内外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及产业情况 

2.1 国际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2.1.1 总体概述 

2.1.2 西班牙及其它国家情况 

2.1.3 四种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的不同成熟期 

2.2 国际已经运行电站的经验 

2.2.1 太阳能热发电站的成本 

2.2.2 上网电价或购电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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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DNI 对 LCOE 的影响 

2.3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与光伏技术成本结构对比分析 

2.3.1 西班牙太阳能热发电站初始投资成本结构 

2.3.2 美国大型并网光伏电站初始投资成本结构 

2.3.3 国外正在运行的太阳能热发电站与光伏电站成本结构对比分析 

2.4 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2.4.1 产业起步，产业链初步形成 

2.4.2 示范练兵，示范系统形式多样 

2.4.3 商业化项目启动，总装机 3.5GW  

2.4.4 未来产业发展趋势 

3、国际太阳能热发电政策及经验介绍 

3.1 美洲 

3.1.1 美国 

3.1.2 其他美洲国家 

3.2 欧洲 

3.2.1 西班牙 

3.2.2 意大利 

3.2.3 法国 

3.2.4 葡萄牙 

3.2.5 希腊 

3.2.6 塞浦路斯 

3.3 亚洲 

3.3.1 印度 

3.3.2 日本 

3.4 非洲 

3.4.1 南非 

3.4.2 摩洛哥 

 

共计：3.0 万字，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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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2：我国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和政策瓶颈分析 

主要回答问题：我国现阶段太阳能热发电市场没有打开的原因 

主笔人： 胡润青,孙培军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参加单位： 焉长会,张贵银 大唐新能源 

 邱和梅 中广核太阳能公司 

 王志峰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赵亮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 

 邵继新 甘肃省建材设计研究院 

 黄湘,王佩明 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高霞 国电龙源电力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目录： 

1、技术障碍分析  

1.1 太阳能热发电产业链分析  

1.2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障碍分析  

1.3 热发电的技术经济性分析  

2、现有的政策环境  

2.1 可再生能源发电激励政策  

2.2 太阳能热发电政策  

3、国际贸易政策  

3.1 WTO 关于贸易救济的规定  

3.2 现有的可再生能源贸易争端  

3.3 国际新能源产业贸易争端产生的根源  

3.4 对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发展的启示  

4、 太阳能热发电政策障碍分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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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政策瓶颈分析  

4.2 发电项目开发  

4.3 产业和市场规划  

4.4 技术研发和示范  

4.5 公共服务体系  

5、 中国与国外建站条件差异  

5.1 资源与环境差异  

5.2 用电负荷中心及电网条件差异  

6、 案例介绍  

6.1 内蒙古鄂尔多斯 50MW 太阳能热发电站  

6.2 西班牙槽式太阳能热发电站 Solnova 1  

6.3 西班牙 PS20 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  

 

共计：3.5 万字，67 页。 

 
专题报告 3、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激励政策分析  
主要回答问题：不同发展阶段的上网电价及变化趋势 

主笔人： 王志峰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参加人员 电价计算及分析 William J.Clinton Foundation (克林顿基金会) ，

Tony Wood , James Baird, Sheldon Xie，Tatiana 

Zervo  

 一次投资计算 中国电力顾问集团公司、陈玉虹，王斌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张健 

中国科学院电工所， 张剑寒 

 发电量计算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王志峰，徐立 

 政策分析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胡润青，孙培学 

 数据提供及讨论 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王杰 

  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黄湘，王佩明 

  大唐新能源有限公司，张贵银，焉长会 

  中广核太阳能公司，邱和梅，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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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大明玻璃有限公司，屠有军，潘军 

  北京天瑞星真空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王宏，徐丹 

  ESTALE(欧洲太阳能热发电协会)，Luis Crespo 

  ASAHI GLASS CO., LTD(日本旭肖子公司)，神谷雅

行，邓东 

  Flabeg CO., LTD ,周立新 

  Abengoa Solar S.A(西班牙)，Julian.Lopez Garrido，

卢智恒 

  内蒙古电力设计院，寇建玉 

  国家开发银行，何佰磊 

翻译   William J.Clinton Foundation ，Sheldon Xie 

 
报告目录： 

1、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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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全球光热发电成本下降趋势预期 

2.3 适合中国的成本曲线  

2.4 投融资条件设定值  

2.5其它基础数据设定值  

2.6 基础情形下的均化发电成本 (LCOE)  

3、经济可行性商业化电站项目所需扶持政策框架  

3.1 政策框架背景  

3.2 实现上网电价 1元/度的可能激励政策架构  

4、太阳能热发电电价形成机制探讨  

4.1参考当地光伏电价形成固定电价  

4.2通过特许权招标确定电价  

4.3通过专家计算确定电价 

4.4 补贴政策  

4.5太阳能热发电固定电价形成机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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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  

附件 1：风电不同阶段激励政策  

1） 风电场特许权招标政策  

2) 根据风能资源条件确定的分区固定上网电价政策  

3) 财政税收政策  

附件 2:光伏不同阶段政策  

1)  补贴政策  

2）特许权招标政策  

4）标杆上网电价政策  

附件 3：生物质能发电不同阶段政策  

1）补贴政策  

2）上网电价政策  

3）税收政策  

共计：2.1 万字，47 页。 

特别要提到的是，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商业化的太阳能热发电站，计算过程

中的参数确定是一个难题，本报告经过国内外专家以及各个专业的深入沟通，先

后出了 16 稿。从 2012 年 11 月到 2013 年 4 月，举办讨论会 9 次，电价计算 55

轮。 

会议日期 
会议地

点 
会议内容 参加单位 

2012-11-13 

克林顿

基金会

会议室 

1、项目启动会 

2、布置编写大纲 

3、布置编写任务 

联盟理事会、联盟秘书处、相

关联盟科研单位、政策研究部

门、认证机构、电力建设单位、

电力设计院、制造企业、国外

驻华企业代表等 48人。 

2012-11-18 

中国电

力工程

顾问集

1、全国太阳能直射福

照度相关数据， 

2、一次投资中设备和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中国科学

院电工研究所、国家发改委能

源研究所、中国电力顾问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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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公司

会议室 

财务问题 

3、电价计算方法和软

件等。 

公司、国家气象局气候服务中

心 

2012-11-22 

中国电

力工程

顾问集

团公司

会议室 

所计算的槽式电站冬

季运行模式和全年热

损失计算。 

三个主要技术问题： 

1. 传热油回路的结

构， 

2. 油温的保持方案 

3. 全天净得热量。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电力

规划设计总院、中国电力工程

顾问集团公司、皇明太阳能股

份公司、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

所、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

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

究所、中国华电工程集团公司、

阿本戈太阳能技术有限公司、

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克林顿基金会 

2012-11-27 

中国电

力工程

顾问集

团公司

会议室 

1、三种电价计算方法

比较 

2、经济模型的关键输

入关键数据； 

3、确认提供电站设备

询价清单表； 

克林顿基金会、中国科学院电

工研究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

究所、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

公司、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2012-12-6 
（电话

会议） 

我国新能源政策投资

介绍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国家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电力

顾问集团公司 

2012-12-13 

中国电

力工程

顾问集

团公司

会议室 

1、国际 CSP 电站项

目成本对照 

2、槽式电站项目投资

成本编制说明 

3、规模-成本变化曲

线 

克林顿基金会、中国科学院电

工研究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

究所、首航节能光热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

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国

家开发银行、阿本戈、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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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硝子公司 

2013-1-22 

中国电

力工程

顾问集

团公司

会议室 

太阳能热发电激励政

策报告内容讨论 

克林顿基金会、中国科学院电

工研究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

究所、中国电力顾问集团公司 

2013-1-24 

中国电

力工程

顾问集

团公司

会议室 

1、分享初步的电厂  

LCOE/上网电价分析

结果 

2、核定符合中国税

收和 

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各

种条件 

3、与中国以往部署其

它可再生能源的情形

比较，讨论可能会适

合中国CSP 发展的政

府扶持政策。 

4、确定亚行和世行的

优惠贷款利率 

克林顿基金会、中国科学院电

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电工研

究所、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中

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国

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内蒙古电

力勘测设计院、大唐集团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中国华电

工程集团新能源技术开发公

司、阿本戈太阳能技术有限公

司、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

司、克林顿基金会 

2013-4-5 
日本 东

京 

太阳能热发电储热时

间讨论会 

克林顿基金会，中国科学院电

工研究所，日本旭肖子公司。 

 

本报告通过对比三种计算电价的方法，得出本报告采用的计算模式。 

1） 

A．依据由建设部、发改委等发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发改投资[2006]1325号），基于虚拟边界条件的初步测算模型（电力规划设计

总院提供）； 

B．由给定电价计算收益率，进行现金流分析（克林顿基金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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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宏观经济分析模式为基础的光热项目计算模型（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

供） 

三者方法原理基本一致，只是细化程度不同而已；经讨论决定采用B作为本

报告的计算方法。 

三者最大不同：A和B为不含税体系，C一种含税体系（现金流不应体现增值

税）； 

在B模型中，采用本息等额，均化成本方法概念； 

我国规定项目提取的折旧优先用于归还贷款本金，生产期间产生的利息计入

财务费用； 

根据我国资本金制度，电力项目的资本金为工程动态投资的20%，其余部分

可采用银行贷款；项目形成固定资产扣除残值（通常为5%）后，可全部提取折旧，

归还完贷款本金后的剩余折旧，作为未来资产清算的结余。 

财务报表的主要内容确定为：流动资金估算表，投资使用计划与资金筹措表，

借款还本付息计划表，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摊销估算表，项目投

资现金流量表，项目资本金现金流量表，投资各方现金流量表，利润与利润分配

表和资产负债表等等。 

 

专题报告 4：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支撑体系研究 

主要回答问题：产业的上下游如何布局、质量体系建设。 

主笔人： 朱敦智 北京市太阳能研究所有限公司 

参加人员 王志峰，雷东强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胡润青，孙培学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申彦波 国家气候中心|风能太阳能中心 

 纳明亮，刘明亮  北京鉴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王赓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薛际纲，姜丝拉夫，

孟斌，杨婧 

内蒙古绿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Cayetano Hernandez 

Lluna 

EST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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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雍 知识产权律师，美国执业律师 

 

报告目录： 

1、基础太阳能辐照数据监测和预测  

1.1 现状分析 

1.2 太阳能法向直射辐射资源专业观测网建设规划 

2、支撑体系建设  

2.1 中试与培训平台 

2.2 CSP 商业化支撑体系建设 

3、产业地域分布和发展研究  

4、质量检测认证体系建设  

4.1  太阳能热发电标准现状 

4.2 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标准体系建立 

4.3 槽式太阳能热发电标准体系建立 

4.4 太阳能热利用行业检测认证现状 

4.5 太阳能热利用行业标准检测认证体系存在的问题 

4.6 太阳能热发电质量保证体系建设 

5、转变核心竞争力应对“双反”  

5.1 现状概述 

5.2 新能源领域中的贸易诉讼 

5.3 调整竞争政策应对双反调查 

共计：2.8 万字，44 页。 

 

专题报告 5：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发展战略及部署规划研究 

主要回答：如何分步骤推进产业发展。 

主 笔 人： Sheldon Xie Clinton Foundation（克林顿基金会） 

参加人员 赵亮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 

 王志峰，张剑寒，原郭

丰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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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玉虹，张健，王彬彬 中国电力顾问集团公司/电力规划设计院 

 韩巍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薛际纲，姜丝拉夫，孟

斌，杨婧 

内蒙古绿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寇建玉 内蒙古电力设计院 

 王成龙 兰州交大国家绿色镀膜工程中心 

 王伟，赵军 华北电力大学 

 

报告目录： 

1、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发展模式分析 

1.1 中国太阳能热发电潜力分析 

1.2 基于中国资源与电网特点太阳能热发电消纳模式分析 

1.3 基于储热技术的太阳能热发电站与大型光伏/风电/化石燃料电站互补模

式分析 

1.4 我国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发展路线图——四代太阳能热发电技术 

2、中国太阳能热发电站战略布局构想 

2.1 大中大型太阳能热发电基地构建【‘大型电站+制造+服务’（Solar 

Park）】 

2.2构建太阳能热发电独立供能示范区的设想 

2.3建立与光伏和风电互补的太阳能热发电调峰基地 

2.4 建立分布式太阳能热发电电热联供系统 

共计：2.2 万字，32 页。 

 

本报告共计约 15 万字，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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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国家能源局委托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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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联盟给克林顿基金会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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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项目启动暨研讨会通知 

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光热联盟函字【20121106】号 
                                                                    

 

“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激励政策研究报告”研讨会 

会议通知 
 

各位专家：  

为了圆满完成国家能源局委托编写《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激励政策研究报

告》的任务，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将组织各参写单位进行研究报告

工作分工及内容研讨会议，会议将于2012年11月13日举行，期望您能拨冗参会。 

会议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会议时间：2012年11月13日 14:00-17:30 

会议地点：北京市亮马河南路 14 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2 单元 8 层克林顿基

金会 

驻华代表处会议室。 

会议议题：太阳能热发电政策研究报告内容研讨及工作分工。 

会议联系人：夏爽  詹晶 

联系电话：010-62520684，13810167390夏爽， 13401132377詹晶 

EMAIL：nafste@126.com 

附件一：国家能源局《关于委托开展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政策研究的函》 

附件二：地图 

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六日 

                                                                 

  

mailto:nafst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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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项目启动暨研讨会会议纪要 

会 议 纪 要 

会议

议题 
《中国太阳能热电产业政策研究报告》项目启动暨研讨会 

时    

间 
2012 年 11 月 13 日 9:00 – 12:30 地    点 克林顿基金会会议室 

参会

人员 
参会单位及人员名单见附件通讯录 

会议

主持 
联盟理事长王志峰博士   会议记录 夏  爽 

主  要  内  容 

一、联盟理事长王志峰博士作项目成立背景简介 

   鉴于国内风电、光伏发展形势，以及热电行业对政策导向的需求，国家能源

局2012年9月12日向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发函《关于委托开展太阳能热

发电产业政策研究的函》，委托光热联盟编制《中国太阳能热电产业政策研究报

告》。 

二、各参会代表进行自我介绍 

    与会代表来自国内外致力于太阳能热电发展的政府政策制定部门、电力运

营商、设备制造企业、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质量认证机构，各代表分别表

达积极参与该项目，并报名参加相应擅长专业的专题的报告撰写工作，详细内

容见附件任务分工表。 

三、联盟理事长王志峰博士主持布置编写内容分工工作 

必须从全球的视角分析中国目前热发电所面临的挑战和壁垒，探索建立以技

术为基础、以质量为保障、以政策为导向、以法律为约束的太阳能热发电市场

及产业链发展模式。在 2017年实现平价上网。 

该政策的核心是电价政策以及相应的配套支持措施和实施步骤。同时应该特

别阐明中国为什么需要太阳能热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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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步骤中，包括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基地规划、太阳能热发电园区（Solar 

Park）的规划、探讨太阳能热发电独立供能区的可能性。 

《中国太阳能热电产业政策报告》分工见附件 

四、参会代表对编写内容的建议 

1、增加银行类投资型单位参加； 

2、专题报告一中增加国外已建成热电厂项目的成本机构分析内容； 

3、增加光伏现在分析，对比显示光热的优越性； 

4、影响电价的还有地价、还贷周期、财税等其他方面的因素； 

5、主题报告三中将电价计算分析部分修改成为‘基于国内拟将的热电示范

项目回顾分析的 LCOE计算方法和相应电价分析。’ 

6、联盟秘书处给每个参加参加单位发“参加项目邀请函”。国外单位用英

文。 

另外，《政策报告》写作大纲已经由项目总秘书更新，详细内容请参阅附件。 

 

五、克林顿基金会介绍太阳能热发电园区（Solar Park）理念 

    Solar Park模式即为大型太阳能发电含有“电站+制造+服务”的集中园区，

跟中国国内的高新技术或经济开发区概念类似，旨在进行资源整合，降低总体

项目开发和运营成本，降低本来由单个开发商所承担的项目风险，因此推动太

阳能热电发展快速进入到基于市场经济调控的行业发展。按照克林顿基金会在

印度和南非做过的经验，该园区可使得 LCOE降低 5%左右。联盟建议先以内蒙古

自治区为例探讨该模式的建立。该地区中标了我国第一个太阳能热发电站，有

很好的前期工作和政府及公众认知。另外该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尤其是金属加

工业。紧密结合本项目组内的内蒙古绿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等以及其他有兴

趣参与该项目设计和开发的公司一起配合进行方案策划。并与内蒙古发改委沟

通，争取在本报告中提出一个示范园区的轮廓，为以后的细化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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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太阳能热电产业政策报告》时间节点（见附件） 

七、《中国太阳能热电产业政策报告》编制工作信息往来方式 

   1、项目负责人：王志峰，负责总体通稿和项目会议召集 

      项目总秘书：谢宏，负责项目稿件统筹，进度安排。。 

      项目协调人员：邓东，负责协调各方进度，资料往来，安排会议 

      项目协助人员：夏爽，负责会务组织，文件打印归档等。 

2、各专题报告组组长直接组织组成员沟通讨论； 

   3、小组间讨论会议，项目负责人及总秘书尽量参加会议； 

   4、因本项目为联盟成员自愿参加，故餐饮费由会议组织者提供或自行解决。 

   5、保密，未经项目负责人书面同意，本报告内容不得外泄。保密期到 2013

年 6 月。 

   6、退出机制：拟退出项目组的单位可书面给联盟秘书处递交退出项目函件

后即可退出。 

   附件内容包括： 

一、《太阳能热电产业政策研究报告》写作大纲 

二、项目参与人员任务分工和项目时间表（中英文稿） 

三、项目组人员联系方式。 

 

审    

核                                
谢宏 批    准 王志峰 

此件发给： 项目参加单位 

此件抄送： 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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