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畏技术，无畏艰难，模式创新

强力推动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发展

2015 年 8月 20 日上午，在首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上，

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光热联盟”）

提出的“股权众筹电站”方案首次正式公开。

提到“股权众筹”，或许人们的第一概念是基于互联网下进

行的一种融资模式：公司或合伙企业出让一定比例的股权或吸收

合伙出资，面向普通的投资者，通过出资入股公司或合伙企业，

公司或合伙企业在对外投资，将投资所得收益向投资者进行分

配，以使投资者获得未来收益。但是，此众筹非彼众筹。光热联

盟的“股权众筹电站”模式远远没有我们所理解的“股权众筹”

融资概念那么简单。它是基于传统意义“股权众筹”下的一种创

新，是具有中国特色、产业特色的一种尝试，是为冲破眼下藩篱、

探索我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发展新道路的新思维。



光热联盟拟帮助联盟成员单位通过众筹的方式在国内外建

设光热电站。第一座电站拟建设容量 10MW。其中，占电站投

资规模 60%左右的聚光、吸热和储热等关键装备及产品等实物

从太阳能热发电产业链上进行众筹，可以作为股权形式投入，并

作为股东；剩余 40%可由有实力的股东以货币形式出资投入。

各股东无论是实物出资还是货币出资，最终均按照股权比例享受

光热电站建成之后的收益。

上述称，此众筹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股权众筹”，那究竟

它区别在哪，特色在哪？

“这个众筹是广义的众筹，不是通过互联网模式实现的社会

众筹，它是由光热联盟组织发起，前期组织协调的工作由光热联

盟来完成，后期运行是由遴选出来的大股东（们）成立的项目公

司，按常规商业模式开展实施。且它不是传统概念里的股东无限

化，而是产业内的有限化众筹。从另一种角度讲，实际上它属于

有限的股权私募、股权众筹，强调产业内的众筹。它的范畴包括

联盟内成员或在太阳能光热产业内具有技术实力和突出特性的

优势企业来进行参与，而不是面向全社会的所有资本，不是全民

随意参加的概念。所以，它必然不会是一盘散沙和乌合之众。”

北京那日达新能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俊先生解释说，他

被联盟聘请为众筹电站设计运作的顾问。

项目融资结构大致由大股东以货币资金出资 40%和由多家

小股东以实物资产（集热场设备、储热系统设备及材料、导热油



系统设备及材料等）出资 60%组成。

其中，40%的货币资产容易定义，那 60%左右的实物资产

如何来定价入股呢？这也是此众筹模式提出团队在初期反复研

究的问题。杨总说，这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作价机制，采用招投

标的形式，并不是每一家都能入围，而是在技术上突出、产品上

领先、自愿加入的企业群内设置众筹范围。不仅仅要求技术优还

要价格优、服务优。通过公开招投标程序确定参投方及其实物资

产出资价值，待众筹股权的各股东方实物出资到位后，对项目公

司实施增资扩股，形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建设及运营维护

管理。而在项目建设前期，大股东作为项目的领投人，负责项目

前期的公关协调、落实项目建设具体地点，并出资注册成立项目

公司。

对于大股东，此模式也限定了严格的条件和要求：有担当、

有实力，有 40%现金出资及项目风险保底能力；有行业或相近

行业背景，商业信誉良好，战略诉求与产业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

为产业整体长远发展考虑，而不是短期投机盈利；有一定的运作

建设项目经验和能力。众筹电站的大股东是对外承担责任的主

体，其最终目的是发电、上网、收益。吸收其他各股东的参与，

对大股东来说，此模式即可以减轻大股东的投资压力、降低投资

风险、提高财务收益。而各股东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以使产品和

技术得到验证，树立起国内产品鲜活的品牌形象，获得全面进入

太阳能热发电市场的机会。太阳能热发电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新能



源领域，目前正处于产业化初期，是有志于推动热发电技术进步

分享未来产业发展成果的社会资本投资并介入产业资本运作的

最佳时机。

此外，杨总说，众筹电站的关键核心是技术。而光热联盟成

员单位中包括设计院、研究所和有实力的企业，能够充分保障技

术的核心价值。

光热联盟秘书长刘晓冰特别补充道，此次电站众筹，不是对

产品的免费使用，也不会是伪劣产品的聚合。供货、投资会分开，

不会产生团购和无偿赠送的现象；也不是所有成员单位的产品不

管好坏都使用，它有一套完整的商业运行模式和管理模式。这不

是简单的筹集资金建项目，它的关键是通过这种模式使用优质优

价的国内技术和产品，并通过降低、平摊投资风险提高投资太阳

能热发电产业的投资人的兴致和热情。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倡议的

这种“众筹电站”模式，走出中国目前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发展遇

到的是先给电价，还是先有电站的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的困境。这也是在这个困难时刻，我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积极主

动进入市场的一个举措，企业也会因此有了生产和发展的活力；

同时这也可以给国家提供一个基于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太

阳能热发电站使其摸清成本，出台合理电价的基础平台。技术链

和产业链都基本形成，太阳能热发电不能不发展，这是时代的呼

声。

光热联盟理事长王志峰说，建设众筹电站的目的是：



一、掌握商业化太阳能热发电建设技术，尤其是集成和运维

技术，并通过实践完成一批标准和规范；

二、验证和掌握国产装备性能，为大规模商业化电站建设提

供依据；

三、证明带有储热的太阳能热发电在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电力

系统中的作用；

四、探索太阳能热发电成本和电价，为确定电价提供依据。

王志峰强调说，目前各种资本风起云涌，跃跃欲试进入太阳

能热发电行业。太阳能热发电要通过大量实践来掌握电站技术，

同时探索经济性。产业化初期机遇与风险并存，在这个阶段不宜

追求电站单机容量指标。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公布电价政策，并

使其适合产业化探索阶段的技术。我们和李俊峰教授联合提出了

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四步走”的概念，众筹电站就是具体的推进。

太阳能热发电要发展，太阳能热发电更需要科学、健康的发

展。通过众筹电站，稳步掌握技术，激活产业和市场，验证国产

产品可行，促进合理的电价政策早日出台。这种做法也是急国家

之所急，从增加就业、消纳传统产能、解决环境问题、促进新能

源发展等方面都符合国家利益,刘秘书长强调。对于众筹电站会

遇到的种种困难，团队有充分的预计，初期电站容量不宜太大，

之前精细策划了很久，也调研多次，进行了模拟推演，我们的信

念是坚定的。这个思路基本成型，但在实施过程中还会不断的充

实完善，未来也会汲取各类专家和同仁的意见，杨总说。



新事物产生之初，总是不完善的、弱小的，但它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和光明的前途，符合历史和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15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图》，预测到

2050 年，全球光热发电装机可实现 982GW，年发电量将达到

4380TWh。其中，中国市场到 2030 年将达到 29GW装机，到

2040 年翻至 88GW装机，到 2050 年将达到 118GW装机，成

为全球继美国、欧洲等市场之后的又一主要市场。由于地理和气

象资源特殊，国外经验不能照搬照抄，摸着石头过河，困难必然

重重，为能源结构的长远考虑，为中国太阳能热发电科学、健康

发展考虑，我们不仅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还

要只争朝夕。

困难和机遇并存。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内“股权众筹”是推动

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创新模式，有利于调动从政府到民间的一切积

极因素共同推动光热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撬开国家支持光热产业

的大门，有利于加速世界太阳能光热产业的升级发展。

首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结束后，联盟秘书处的工作重心

已转向推动众筹电站建立，强力推进我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化发

展。

（童小芬 报道）



科学技术持续创新 产业发展不断深入

首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在敦煌胜利召开

图：大会开幕式现场

八月的敦煌，天空湛蓝宛若明净剔透的水晶，阳光灿烂恰似

娇艳热情的花火。2015 年 8月 19 日—21 日，由国家能源局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指导，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中国电机工程

学会联合主办，甘肃省敦煌市人民政府、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承办的首届中国太阳能

热发电大会在甘肃省敦煌市召开。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王志峰任大会主席并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

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詹顺舟、科技部高新技术司能源交

通处处长郑方能、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

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徐建中、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佳分别致辞。

中国科学院胡文瑞院士、金红光院士、周孝信院士出席会议，来

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投资机构、企业单位代表共 3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图：詹顺舟书记致开幕辞

詹顺舟书记代表敦煌市政府对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

祝贺，对远道而来的贵宾表示诚挚的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对敦

煌的关注、支持和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介绍了敦煌新能源发



展概况，自 2008 年起，敦煌市光电产业开始发轫，截止目前，

敦煌市已累计获批光电项目 1110 兆瓦，建成 663 兆瓦，并网发

电 583 兆瓦，在建及开展前期工作 437 兆瓦。待全部建成后，

年发电量将达到 17.6 亿千瓦时，实现年销售收入 16.5 亿元。预

计在“十三五”期间，敦煌光伏、光热和风电装机容量将分别达

到 2090 兆瓦、1020 兆瓦和 3000 兆瓦。

郑方能处长首先代表科技部高新司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对一直以来致力于推动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进步及产业发展的

业界同仁表示崇高敬意。他强调，我国能源发展已进入结构多元

化、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能源革命势在必行，发展包括太阳

能热发电在内的太阳能技术和产业，已成为推动能源革命的中坚

力量。我国已对国际社会承诺，到 2030 年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

峰值，届时能源消费控制在 60 亿吨标准煤，非化石能源占比

20%。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大规模利用太阳能。科技部正在会

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研

究和部署，拟将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列为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力争

在“十三五”期间掌握太阳能热发电系统优化设计、集成及运行，

突破吸热、储热等核心部件关键技术，提高系统效率和运行稳定

性，建成可连续发电的 10 兆瓦级热发电示范电站，使我国具有

太阳能热发电站全系统的自主开发能力，为加快太阳能热发电产

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石定寰参事代表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主办方对各位代表不



远千里来参加盛会表示热烈的欢迎，感谢敦煌市政府对新能源产

业、太阳能热发电的支持，西部地区特殊的环境和优厚的资源为

太阳能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敦煌将成为新能源时代的明珠。

他强调，近年来，国家非常关注新能源的发展，明确能源发展的

三大战略为清洁、节约、安全。而太阳能热发电是我们太阳能热

利用的重要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有着自身独特的

特点，具备储能功能，大大弥补了可再生能源、间歇性能源的弱

点，可以更好的融入电网系统，更加平稳、安全、可靠。我国的

装备制造、系统建设、示范电站一个接一个发展壮大，我们太阳

能热发电具有非常好的发展态势和发展前景。他指出，通过强化

科学关键技术攻关、机制创新、政策支持、多学科合作等举措，

共同推进太阳能热发电发展，使我国太阳能热发电事业蒸蒸日

上。

徐建中院士在致辞中表示，今天首届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开

幕，希望它是我们太阳能热发电的新起点，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的

重要意义越来越清楚。有发展，也有挫折，我们太阳能热发电革

命应该在哪？从光学系统、热学系统、从机械系统、控制系统等

我们有哪些技术革命的内容？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创新？这些都

是很重要的问题。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太阳能热发电有新气象，

在“十三五”期间我们要在“内功”上好好下功夫，使我们在科

学技术上能有所突破，为以后的太阳能产业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

的基础。



黄文佳董事长致辞中说，作为大会协办方，首航节能感到十

分荣幸，首航节能已经连续三年协办年度光热大会。他向大家简

单介绍了首航节能公司及公司的太阳能热发电项目。他指出，目

前公司正在全力打造太阳能光热发电为特色的清洁能源高端装

备制造和太阳能光热应用。

在大会主旨报告阶段，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周孝信

院士从“能源互联网”、新能源革命与电网使命、从第三代电网

到新一代能源系统、源端能源电力系统、受端综合能源系统等方

面为参会人员精彩讲授了《建设新一代能源系统的构想》；中国

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所长王伟胜研究员从新能源发电

概况、电力系统接纳新能源的能力、太阳能热发电的作用等内容

为大家介绍了《太阳能热发电在新能源并网中的作用》；中国科

学院电工研究所王志峰博士作了《国际太阳能热发电科技发展态

势》的报告；首航节能光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姚志豪

博士为大家分享了《首航节能光热发电业务进展介绍》；中控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金建祥从中控太阳能德令哈 10MW塔式电

站概况、运营总结、改造计划为大家作了《中控太阳能德令哈

10MW塔式电站运营经验分享》。

使科学技术持续创新、产业发展不断深入。大会分设五个科

技分会场：聚光关键技术与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吸热关键技术与

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先进流体与储热技术研究、系统控制与新型

发电技术、太阳能热发电标准与检测研讨专场；两个产业专场：



太阳能热发电投融资专场、国家太阳能光热联盟成员单位专场。

此届大会是原“太阳能热发电技术三亚国际论坛”的传承与发展，

更是一种升华。本次会议亮点是以学术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主

线，聚焦科学技术发展。自 8月 19 日至 21 日，经过将近 3天

的时间，大会对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的研讨以及太阳能热发电技术

在产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政策、经济和服务等关键问题的交流，

积极为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及其产业发展共享了前沿信息、展示了

创新成果，剖析了趋势前景。

21 日，在首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闭幕式上，国家太阳

能跟踪系统产业联盟副秘书长张凤玲女士代表支持单位对大会

圆满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她指出，此次会议是高规格、高技术

的研讨会。希望跟踪系统产业联盟与大会主办方、各位同仁一起

携手推动太阳能光热产业的发展。中海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章颢缤女士代表赞助企业对此次大会取得的学习、交流成果表

示衷心的祝贺，对大会成功召开表示祝贺。她说，感谢大家来参

加亚洲最大、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大会，共同

发展太阳能热发电事业；感谢主办方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平台，

呼吁大家共同为光热事业的美好明天而不懈努力。大会主席致闭

幕辞说，第一是感恩，感恩上帝创造了太阳，让我们能做太阳能

事业；感恩历史，让我们相聚在璀璨的文化圣地、两千年古城敦

煌；感恩祖国，让我们有了和平稳定的环境，支持激励科学技术

的发展。第二是感谢，衷心感谢大家远道而来参加此次大会，共



同为太阳能热发电发展贡献智慧，感谢会务人员的辛勤工作。

来自河海大学的郭苏副教授评价大会说：“此次大会举办得

非常好，把中国界太阳能光热专家都聚到一起，对于我们来说是

一个非常好的沟通交流平台。希望今后在技术上交流更多，产业

发展更快，参与企业项目更多”。来自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的

白凤武研究员说：“此次大会参会人员很多，有国内科研院所、

企业、年轻的学生代表还有国外的代表，如法国、韩国、日本等，

对后续的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报告安排的非常紧凑、质量高。

层面非常广泛，涉及技术、融资、标准等。我自己学习到很多知

识。希望，明年或今后的会议是否可以设置工程实施的专场，给

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交流的平台。此外，是否可以设置国际专场，

使国外的信息交流能够更加深入，让大家真实感受到国外技术的

发展”。来自河北曙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监、高级工

程师张国强说：“学术交流做的很棒，大会以学术、技术为主，

通过学术给产品做指导，希望今后对于工程实施的内容更多一

些”。来自法国电力集团研发中心新能源部总监 Etienne BRIERE

说：“一年一次的会议非常重要，这也是很好的一次集合产业界

的企业以及研究单位的机会，是集合研发和工业为一体的会议。

我们看到会议与以往的进步以及在研发领域越来越卓越的成绩。

我们也期待在整个CSP 领域大家共同努力做出突出的成绩”。

党的十八大明确“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

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十八大报告以来，国家出台了多项

支持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的政策，力度之大、影响之深远。太阳

能热发电技术作为安全、可靠、清洁的新能源技术地位越来越重

要。国家能源局刘琦副局长更是指出，发展太阳能热发电具有重

大战略意义。首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在敦煌的胜利召开给我

们太阳能光热人带来了新气象，又将开启我们太阳能热发电事业

的新旅程。

“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首届中国

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在与会者齐唱《歌唱祖国》的歌声中圆满闭幕！

图：大会闭幕式现场

（文/童小芬 摄/李斌）



首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组织参观首航节能

10MW塔式熔盐光热电站

8 月 21 日下午, 首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组织与会人员

共 150 余人参观了首航节能光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首航节能”）正在建设的敦煌 10MW塔式熔融盐光热电站。

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该电站的集热塔已浇筑完毕，吸热

器安装工作即将开启。所有定日镜的地基已基本浇筑完成，定日

镜立柱已安装约四分之一，现场也已立起两台定日镜，目前安装

了减速机，驱动电机后续将进行安装。

据介绍，该电站的集热塔高约 110 米，安装吸热器后，总

高度将超过 120 米。熔融盐吸热器由首航节能自主研发设计，

历时近三年，已在其天津工厂完成制造。电站共安装定日镜 1522

台，单台定日镜采光面积 120 平方米，由 35 面面积约 3.4 平方

米的反射镜组成；镜场总采光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

据了解，该项目的聚光场将实现 100%的国产化率，其中绝

大部分都由首航节能设计生产。该项目计划将于今年年底前建成

并进入调试阶段，明年六月份并网投运。



图：首航节能 10MW塔式熔融盐的集热塔

(文/童小芬 摄/李斌)

首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组织参观兰州大成

10MW光热电站

8 月 21 日下午，首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组织与会人员

共 150 余人来到了由兰州大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

州大成”）投资建设的敦煌 110MW光热发电工程一期 10MW

项目厂址。



兰州大成敦煌 110MW太阳能连续发电工程总体采用兰州

大成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的线性菲涅尔式太阳能聚光集热系

统技术和熔融盐高温集热、传热、储热和换热技术。正常天气情

况下电站具备 24 小时连续发电能力，可以承担调峰电源以及可

调度的聚光太阳热能基础电源职能。项目总占地约 7980 亩，投

资 35.8 亿元，预计 2017 年全部建成。

该项目一期工程规模 10MW，占地约 900 亩，投资约 3.8

亿元，于 5月 8日开工奠基。电站储热时长 16 小时，年利用小

时数 6000h，设计年发电量 6000 万度，预计 2016 年上半年建

成并网发电。

图：电站参观现场

（文/童小芬 摄/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