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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韩莹

出货量大增 盈利飘红

近日，国内光伏企业纷纷发布
了上半年财报。受益于行业回暖，大
多数企业盈利状况明显好转。能源

局新能源司邢翼腾表示，上半年光
伏行业继续延续了去年的快速势
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发
电市场，与此同时，我国主要光伏企
业也在积极扩充国内组件产能。

从业绩看，东方日升预计今年
上半年盈利1亿元至1．2亿元，同比
增长360．19％－452．23％；阳光电
源公告称，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7.84亿元，同比增长91．53％，实现
净 利 润 1.6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3.90％；裕兴股份预计，上半年实
现盈利4324．15万元－4843．05万
元，同比增长 25％－40％。上半年
盈利的光伏企业还有很多。

显然，受国家对太阳能光伏行业
的政策扶持等因素的影响，行业景气
度已经有所提升。业内人士预计，“十
三五”期间，光伏发电将保持2000
万－3000万千瓦／年的发展规模。

“光伏投资热情从早些年的制
造环节向光伏应用环节转移，除金

融机构外，很多传统企业也切入光
伏投资领域。”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
书长王勃华说，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光伏概念
股中，被用于光伏电站的募集金额
就达到260亿元。

艰难前行 技术领跑

但在国内的光伏业好转的同
时，产业的多年困扰却一直未消。
2015年上半年，我国光伏行业仍然
遭受了欧美“双反”、补贴拖欠、光伏
企业技术储备不足等问题，让企业
感觉如履薄冰。

7月9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公布
对华光伏产品“双反案”第一次行政
复审终判结果，大幅调高对中国多
晶硅太阳能电池的双反税率。晶科
能源总裁陈康平认为，今后大部分
中国制电池制成的组件输美成本或
增加10％以上。但从另一个角度讲，

“双反”也加速了我国光伏企业走出
去的步伐。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上
半年，我国已建成投产海外电池与
组件产能分别达到800兆瓦与1．5
吉瓦，在建及扩建产能分别达到3．2
吉瓦与3吉瓦。

而针对当下的技术储备问题，
国家能源局推出了长远的“领跑者”
计划，要求项目采用先进技术产品。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通过竞争性比选
机制选择技术能力和投资经营实力
强的开发投资企业，企业通过市场
机制选择达到“领跑者”先进技术指
标的产品，在严格的要求下，这也将
快速提高企业技术水平。

需求旺盛 推进产业升级

据悉，国家能源局在下半年将
推进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
期间，每年新增光伏装机将达到

2000万－3000万千瓦。此外，国家
能源局将继续推动提高补贴额度并
促进上下游联动，推进产业升级。国
家能源局测算，上半年国内并网光
伏容量在7－8吉瓦之间，因此下半
年装机量将在12－13吉瓦，超过去
年光伏全年并网量。

对于下半年国内外光伏市场需
求旺盛，全球光伏市场将保持快速
增长业内已达成共识，预计增速在
20％以上，增长动力将主要来自中
国、日本和美国等体量较大的市场，
以及英国、印度和智利等新兴市场。

但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企业扩
产相对理性，因此需求增长速度高
于供应增速，预计光伏组件价格有
可能在四季度小幅上升，制造企业
利润率有可能小幅提高。随着企业
技术进步及新技术突破，光伏应用
也将呈多样化融合发展趋势，如光
伏与扶贫、农业、环境、气候结合等。

（新华社上海8月3日电）

需求旺盛 技术领跑

上半年国内光伏企业集体“翻身”
据新华社成都8月3日电（记者杨迪）“十三

五”期间，四川将投入1200亿元用于贫困地区电网
规划建设，到2019年实现贫困地区农村电网改造
全覆盖，2020年实现贫困地区供电服务均等化，为
全省近500万贫困人口脱贫奠定用电基础。

记者从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了解到，这些
资金将用于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尽快解决电网薄
弱环节，全力满足新增供电负荷需求，保障四川大
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川南乌蒙山区、川东北秦
巴山区等四大“主战场”的扶贫攻坚行动，有力促
进贫困地区发展。

四川省电力公司近日发布一揽子的“电力助推
扶贫攻坚”十大行动计划，落实“扶贫攻坚、电力先
行”，在今年上半年已全面完成供区内的无电地区
电力建设的基础上，2016年底前全面解决农村现
存147万户“低电压”问题，力争2019年对1550个
从未实施电网改造的村镇实施改造。

为帮助这些贫困地区加快实现“造血”功能，四
川省电力公司还将结合“四大片区”清洁能源的开
发进度，启动并加快推进一批重点项目，努力解决

“十三五”期间新增的约1900万千瓦水电、400万
千瓦新能源发电项目的接入和送出，为地方资源
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服务。

四川实施“电力扶贫”
攻坚“四大片区”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拉动
下，今年上半年国内光伏企业
渐渐走出低谷集体“翻身”，出
货量同比呈上升趋势，盈利能
力得到较大改善，多数实现了
扭亏为盈。业内预计，需求旺盛
技术领跑，下半年全球光伏市
场还将保持快速增长，在企业
兼并重组加快的同时，产业集
中度也会不断提升。

据新华社昆明8月3日电（记者 庞明广 白靖
利）记者3日从云南省住建厅获悉，截至7月底，鲁
甸地震灾区已有6万多户重建民房竣工，占民房重
建总户数逾八成，灾区恢复重建工作正有序推进。

据介绍，鲁甸“8·03”地震共造成云南省昭通、
曲靖两市的5个县区63个乡镇17万户房屋倒塌或
损坏，交通、电力、通信、水利、教育、卫生等基础设
施遭到严重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近200亿元。

截至7月30日，灾区过渡安置受灾人口已从
80774户、322157人减少到23109户、96955人；灾
区规划的80868户重建民房已开工79754户，占总
户数的 98．62％；已竣工 64841 户，占总户数的
80.18％；已入住51609户，占总户数的63．82％。
目前，民房重建已累计完成投资超过80亿元。

记者近日走访云南鲁甸、会泽、巧家等受灾地
区看到，一排排统一规划设计的民房已经建设完
成，不少村民已经住进新房，还添置了新的家具电
器。部分尚未建成的民房也正在快速建设当中。

鲁甸地震灾区
逾八成民房重建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