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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Delta region is abundant in solar energy resources and the main applications of 
solar energy are solar collectors and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exploitation of solar energy, which include the single form and lack of industry standardization in the thermal 
utilization, and the incomplete industry chain, technological backwardness, uncultured product market which 
lags behin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lind industry investment and severe vicious competitions in the 
photovoltaic utilization. Therefore, it needs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plan and provide 
policy support, and the industry to strengthen R&D and improve the industrial system. It also needs raising 
the public awareness and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the users effectively,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efficient eco-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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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河三角洲地区拥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其利用主要为太阳能集热器及光伏发电。但是太阳
能的开发利用仍存在热利用形式单一、行业规范化不足，光伏产业链不完整、技术落后、产品市场培
育落后于产业发展、光伏产业投资过于盲目、恶性竞争严重等问题，因此需要政府完善发展规划并提
供政策支持，行业加强技术研发，完善产业体系，并提高公众消费意识，有效处理好政府、行业、用
户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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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建设已被我国政府纳入到了国

家发展战略。根据 2008 年山东省政府出台的《黄河三

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内容，黄河三角洲地

区地域范围包括东营和滨州两市全部以及与其相毗

邻、自然环境条件相似的潍坊北部寒亭区、寿光市、

昌邑市，德州乐陵市、庆云县，淄博高青县和烟台莱

州市，共涉及 6 个设区市的 19 个县（市、区），总面

积 2.65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六分之一[1]。 

太阳能作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可再

生能源，对建立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有着不可

估量的作用。根据我国太阳能资源区划表，黄河三角

洲地区属于我国太阳能资源Ⅲ类地区，年均总辐射量

为 5000-5850MJ/m2，年均日照数 2200-3000h [2]，属于

资源可利用地区。根据国家气象局山东 1961-2007 年

太阳能资源分布图可知，德州庆云与滨州无棣县交界

区域、东营中部以及烟台的莱州市全年辐射量最大，

达到 5500-5600 MJ/m2，光照小时数为 2700h；其次为

东营北半部及滨州其他区域，全年辐射量 5400 MJ/m2，

光照小时数 2600h；潍坊北部及淄博的高青县最少，

全年辐射量为 5000-5300 MJ/m2，光照小时数为

2450-2550h。 

2 黄河三角洲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2.1 光热利用现状 

黄河三角洲地区太阳能光热方面的利用主要为太[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Y2008H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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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能集热器的应用，各地区都已初步形成太阳能热水

器产业链。2005 年底东营市经济适用房热水器招标，

23000 户家庭安装了家用热水器。2006 年，东营区投

入 400 万元实施“百村万户太阳能工程”，引导扶持农

村群众安装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潍坊市目前有太阳能

热水器生产企业 10 家，年生产太阳能热水器 55 万台，

太阳能热水器的开发、生产、推广已经比较成熟，城

市的普及率已达 80%。德州市现拥有太阳能及相关企

业几十家，规模以上企业 10 家，总资产 12 亿元；太

阳能热水器累计产量达到 1400 多万平方米，占全省的

60%、全国的 16%，德州市住宅太阳能热水器普及率

达到 70%以上[3]。 

大部分太阳能热利用属于既有住宅的使用，并且

部分开发商由于建造成本的考虑，在设计及建造过程

中并未考虑将太阳能热水建筑一体化系统做为建筑整

体一部分进行集成，因此，目前整个地区建筑一体化

程度不高，太阳能热利用与建筑一体化还处于示范阶

段[4]。但从 07 年开始，东营、潍坊、烟台、滨州先后

颁布了太阳能热利用与建筑一体化的相关规定，在市

区、县城市规划区新建低层、多层住宅建筑，推广太

阳能产品与建筑一体化设计和施工。目前，潍坊市城

区 95%的新建住宅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建筑一体化系

统，新建住宅建筑太阳能一体化率达到了 80%，建筑

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太阳能采暖系统应用面积约

0.8 万平方米，新建建筑使用太阳能采暖系统的比率为

0.05%。太阳能资源的应用主要以太阳能热水建筑一体

化系统和浅层地能相结合的方式为主，建筑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5]。 

2.2 光伏利用现状 

目前，黄河三角洲地区初步形成了晶体硅材料、

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灯、太阳能交通信号灯等产业链，

光伏发电产业方面也有所发展。 

黄河三角洲地区有东营光伏太阳能有限公司等太

阳能光伏电池企业10余家，太阳能光伏电站1家。2009

年 10 月 18 日，东营市举办了东营国际新能源产品及

装备制造基地建设新闻发布会，将在国际新能源产品

及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太阳能产业区。在原有的太阳能

产业链条上，山东光启电力投资 21 亿元，年产 300

兆瓦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东营全隆光伏投资 23 亿元生

产太阳能组件、系统集成等产品；东营光伏太阳能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 7 兆瓦的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站[6]。

潍坊市发改委在省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座谈会

上称中泰科技与香港投资、中信将在潍坊市投资 56

亿元，筹建 200 兆瓦太阳能农业及水产养殖设施光伏

电站。 

黄河三角洲地区各市都在一些重要道路上进行太

阳能路灯照明系统改造。东营市先后改造了文化路、

长江路、神州路、钱塘江路、松花江路等柏油马路太

阳能路灯照明系统，09 年汉江路太阳能路灯照明系统

改造竣工，并投入使用。滨州经济开发区建立了光电

小区，园区内建设集太阳能照明灯具、太阳能电池、

光伏应用系统配套产品、光伏与建筑为一体的太阳能

光伏产业。寿光的蔬菜大棚、滨州农村地区的果园开

始使用照明用独立光伏发电小系统。 

3 黄河三角洲太阳能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3.1 太阳能热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1）太阳能热利用形式单一 

黄河三角洲地区太阳能热利用主要是太阳能热水

器的利用，太阳能热利用与建筑一体化还处于示范阶

段，太阳能空调、太阳能热发电等其他形式的太阳能

热利用还有待开发。虽然东营、潍坊和烟台市制定了

一些太阳能热利用与建筑一体化的规章制度，建立一

些示范小区，但是这种太阳能住宅在新建住宅中的比

例还非常小。太阳能温室蔬菜大棚、太阳能沼气池等

一些太阳能热利用形式都可以在黄河三角洲一些农村

地区尤其是寿光市、滨州市大范围推广，需要各地区

政府在这方面进行进一步的规划措施。 

（2）太阳能热利用行业规范化不足 

首先，太阳能热利用行业缺乏严格的行业准入标

准。由于没有严格的行业准入标准，黄河三角洲地区

存在着大量的“作坊式”企业。据中国能源信息网报道，

中国的太阳能光热企业大约有五六千家，但是太阳能

热利用居前十位的企业总体占有率只有 20%多，另外

80%的市场份额被很多不知名的小企业分食，以致于

劣质太阳能产品泛滥，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消费者对

太阳能热水器整体满意度仅为 53.9%，给整个行业的

健康发展带来了隐忧。其次，太阳能与建筑应用标准

缺失。由于缺少太阳能应用在建筑中的安装、设计、

施工、检验等一系列统一的标准，太阳能建筑一体化

还未在黄河三角洲地区大范围推广。 

3.2 太阳能光伏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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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伏产业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整个生产及应用产业链分为

五个层次，即从硅材料到硅片，再到太阳电池片，然

后到太阳电池组件，最后到光伏发电系统应用。目前，

东营光伏太阳能有限公司等光伏企业的投资主要集中

在产业链下游，即电池组件生产、系统应用、设备制

造等方面。上游环节中的太阳级硅材料、硅锭、硅片

和器件作为光伏生产链中的基础部分还没有开发利

用，原材料主要来自国外，基础环节薄弱，上游和下

游生产能力不匹配，影响了整个产业的发展。 

（2）光伏产业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截止到目前，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光伏企业，还只

是技术低、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国外的光伏企业相比，

黄河三角洲光伏企业获利的主要途径是依靠低成本，

能源和劳动力便宜，再加上环境监管不严，企业不用

支付较多污染成本。由于依靠快速生产和低成本战略

能很快取得回报，大多数企业顾不上搞研发，也没有

经过必要的技术积累过程，缺乏对常规太阳能电池生

产工艺的研发突破，在基础和前沿应用技术研究方面

也有待进一步加强创新。 

（3）光伏产品市场培育落后产业发展 

    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光伏产品生产能力已具有一定

规模，但是区域的消费市场还没有开发出来。中国光

伏东营光伏太阳能有限公司生产的光伏产品 95%以上

销往国外，光伏产品在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市场非常小，

太阳能照明系统、并网、离网光伏系统主要市场在德

国、美国、日本、瑞士和意大利。 

（4）并网的建设及标准滞后 

目前相关的电网调度技术标准和管理规程缺乏，

使得电力部门不愿接受光伏发电上网。黄河三角洲地

区已建成的光伏并网发电示范项目都处于试验性并网

状态，不允许光伏电力通过电力变压器向高压电网反

送电，只允许在低压侧自发自用。并且太阳能并网连

接的线路和接入系统由项目企业承担，太阳能发电企

业与电网建设事先协调不足，导致电网会在负荷低谷

时段限制太阳能电并入电网，太阳能发电企业与电网

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严重制约了光伏产业的发展。 

（5）光伏产业投资过于盲目，恶性竞争严重 

自 2006 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能源政策，黄

河三角洲地区光伏领域的投资呈爆炸式增长。光伏产

业是一个资本密集、产业链长、产值大、投资回收期

短的产业。因此，发展光伏产业对一些地方政府具有

巨大的吸引力。在地方政府追求大项目、企业追求高

利润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对光伏的投资已经越来越

偏离市场的理性轨道，带有很大盲目性。由于金融危

机，国外市场需求减少，光伏组件和电池生产领域的

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光伏产业的恶性竞争主要集中在

产业链的低端。低附加值再加上恶性竞争，使得这些

环节的利润迅速减少，光伏组件企业的利润不足 10%，

而且还在持续走低。中国自 2008 年四季度以来，光伏

组件企业已有多家倒闭，有一半左右的光伏企业处于

停产半停产状态。一些光伏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恶化，

部分企业负债率超过 50%，有的甚至接近 70%[7]。 

4、影响黄河三角洲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的因

素 

影响黄河三角洲太阳能合理开发利用的因素很

多，从整体上看就是政府、行业、用户三个层面。它

们每一部分都对太阳能行业的发展有着独立的影响，

它们之间又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4.1 政府 

（1）政府的重视程度 

政府部门对太阳能产业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着

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黄河三角洲地区政府开

发利用太阳能的意识和力度还不够。目前，还没有一

个市政府设立专门负责太阳能开发利用的管理机构，

太阳能的工作分散在发改委、规划局、农业局、电力

局、建设局等多个部门，造成职能交叉, 多头管理, 各

级管理部门协调性差,管理混乱， 资金分散, 重复建

设。另外,在开发利用太阳能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方法非

常复杂，许多不同的机构都被包含在内。这些程序为

项目的开发设置了过多的障碍，限制了开发商和投资

人进入市场。并且，政府的宣传力度还不够，还没有

在地区内形成使用太阳能的良好舆论环境。 

（2）政府的目标规划和政策支持 

政府层面制定的规划方案是指导太阳能产业发

展的目标方针，有了具体的规划，才会有实施的目标

和动力。山东省政府颁布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发展规划》中关于能源建设中指出，做好太阳能

资源精细化普查和开发利用前期评估，实施太阳能应

用示范工程，加快建设新能源生产基地[1]。但是以东

营为核心的黄河三角洲地区政府都没有根据黄河三角

洲高效生态经济规划对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制定具体的

规划方案及配套实施措施。并且在鼓励开发利用太阳

2010 The Second China Energy Scientist Forum

978-1-935068-37-2 © 2010 SciRes.939



 
 

 

 

 

 

能方面，缺乏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以及土

地优惠政策。 

4.2 行业 

(1)行业的技术 

太阳能产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的研发能

力、技术和先进的生产设备成为制约太阳能企业发展

的三大要素。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太阳能企业还都属于

劳动密集性企业，借助低廉的劳动成本进行太阳能产

品的组装生产，以低成本在国外销售。但是太阳能企

业想得到长远的发展必须依靠先进的技术。生产与需

求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加之整个产业缺乏核心技术，

也导致黄河三角洲地区太阳能光伏产业对外依存度过

高。通过调研该地区的太阳能企业可知，目前该地区

太阳能基础研究仍较薄弱，太阳能开发总研发投入不

足，设计能力不足，整个太阳能行业的研发投入占销

售收入的比例还不到 1%，远远低于其他行业投入的平

均水平，严重制约了太阳能行业的发展后劲与竞争能

力。 

(2)行业的规范化 

太阳能行业的规范化影响着太阳能企业的健康发

展，同时也影响着消费者对太阳能产品的认可度。由

于太阳能热水器产业发展门槛过低、产业综合配套体

系和架构不完善，导致参与这一领域的企业数量众多，

整个行业出现了“产业前景广、产业实力弱，企业数量

多、领军企业缺乏”局面。2009 年 4 月 2 日，商务部

下发了太阳能下乡招标文件，这无疑会通过有导向的

市场化手段淘汰一批中小企业，为提高行业集中度，

增强产业整体规模与实力、提升行业整体发展水平的

提供了重要机遇。在太阳能企业内倡导竞合精神，制

定统一的行业规范，对于整顿行业市场秩序，提升行

业整体形象，稳定企业自身发展，实现行业同赢互利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产业体系 

太阳能产业是由制造业、服务业、咨询业和保险

业等组成的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产业体系，是太阳能开

发和利用的主要途径。黄河三角洲地区完整的太阳能

产业体系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太阳能产品的

质量和节约了大量生产和物流成本，另一方面可以赢

得市场和消费者的信赖，从而提升消费信心，促进太

阳能产品的推广。 

4.3 公众的消费意识 

公众对太阳能的认知度及全社会应用太阳能的意

识，影响着太阳能产品的消费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太阳能开发利用的规模。目前，本地区消费者对太

阳能产品的了解还不是太多，对其带来的节约能源、

绿色环保等方面的社会效益还不太清楚。加大宣传力

度，大力推广太阳能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太阳

能产品的消费，扩大太阳能产品利用规模。 

4.4 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政府是影响黄河三角洲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最

关键的因素，政府的目标规划决定了本地区太阳能的

发展规模；政策支持和行业规范影响着太阳能行业的

发展；政府的宣传力度、教育以及对使用太阳能产品

的消费者的资金补贴决定了用户和太阳能产品市场的

规模。太阳能行业是链接政府和用户的桥梁，它将政

府的规划方案付诸实施，生产出太阳能相关产品供消

费者使用，产品的质量、企业的信誉同时影响着用户

对太阳能产品的需求。而用户对产品的需求程度又会

反过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以及更大规模的投

资生产。企业的能力和公众对太阳能产品的消费意识

又会为政府制定下一步的规划方案提供依据。 

四、结束语 

黄河三角洲地区太阳能资源较丰富，适合开发利

用。但是，黄河三角洲地区太阳能开发利用中还存在

着开发规模较小、利用形式单一等问题。影响黄河三

角洲地区太阳能开发利用的因素主要是政府部门、太

阳能企业以及公众的消费意识。政府部门在黄河三角

洲太阳能开发利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部门的规

划方案、政策支持制约着太阳能开发利用的程度，太

阳能企业和公众对太阳能产品的认可程度也影响着太

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黄河三角洲地区合理开

发利用太阳能资源，解决能源问题，建立“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经济区”还需要政府部门、当地太阳能企业以

及公众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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