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欧光伏产品贸易争端如果能真正
友好解决，当然意义非凡，但许多理由使我
们无法为此欢欣雀跃。首先，现在各种所谓
‘友好解决’的方案，都是以牺牲中国光伏
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为代价的，是向欧盟正
在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妥协。其次，
目前的谈判成果远不是最终结果，既没有
对中国输欧光伏产品的价格作出界定，也
没有就输欧产品的份额达成一致。最终结
果很可能还有变数，以‘欧盟支持太阳能组

织’为代表的部分制造商扬言要上告欧洲
法院、推翻此次谈判成果，就是一个信号。
其三，它很可能助长产业界和部分政界人
士的‘欧洲依赖症’，认为只要中国采取反
制措施，就能够确保欧洲光伏市场、解决我
国光伏产业面临的困难，从而继续对启动
国内光伏应用市场掉以轻心。”上海新能源
行业协会新闻发言人洪崇恩说。

他指出，目前我国光伏企业 !"#以上
的组件产品销往海外，而其中 $"#的市场

又在欧洲，这种唯国外市场马首是瞻、把自
己的产业命运完全交付给他人的局面极其
危险、亟待改变。此次欧盟“双反”只是一个
警讯。其实，最好的“反制”国际贸易主义的
做法，就是把我们国内的光伏应用搞上去。
只有国内光伏市场规模化地启动起来，我国
业已形成的大量产能才能得到释放，我们的
能源结构调整也可能加速进行，更重要的是
可以使整个光伏产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欧洲依赖症”该治治了
我国光伏企业 90%以上的组件产品销往

海外，其中80%的市场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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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于国内光伏应用市场，中国
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对
记者表示，国内光伏市场发展正在
加快脚步，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系
列扶持光伏应用的政策。但目前的
许多政策缺乏细则，难以落实。

内部开源才是正途
形象地说，家庭、企业如果建

起一座座“发电厂”，在满足自身需
要的同时，还能把多余的电量卖给
国家电网，对国家、企业和个人都
有很大好处。但是，至今对分布式
电站所发绿色电力的补贴数量及年
限都没有确定；在一些地方，办理并
网发电手续的障碍仍然很多；这样
一来，社会资金就很难进入分布式
发电领域。

再如，中西部近年建起不少上
兆瓦的光伏项目，但由于没有及时

落实补贴政策、解决电力出路，不
得不经年累月地“晒太阳”。一些大
中型光伏企业，因此导致大量资金
受困而面临破产边缘。因此，光伏产
业当下的困境，并不只是外部美欧
“双反”所致，更多的还是要从内部
能源体制上找原因，这才是正途。

如何使用缺乏细则
贾念（化名）是上海一家太阳

能系统集成供应商的业务员。“我
们企业在行业里比较另类，几乎是
最早主攻国内应用市场的。”贾念
回忆，%""!年开始，就不断有个人
和企业想咨询安装分布式发电系
统。去年 &"月以后，咨询的人就更
多了。然而在实际操作上，他发现
由于政策不明朗、没落地，分布式
发电的应用门槛依旧有点高。

其一，补贴金额和期限都没有

明确。比如，一个 &兆瓦装机量的
光伏项目，投资成本为 !""万元，按
照现在流传的补贴版本，&度电的发
电收益是 "'()元的工业电价加上
"*+)元的度电补贴，一年收益 &&"

万元，!年能收回成本。但目前，补贴
是不是 "*+)元，能补到什么时候，都
没有明确。这就导致企业或个人不
敢投资，不知道何时能收回成本。

其二，安装门槛高。有的企业
用户装机量非常小，只有 &""千瓦，
按照国家电网的规定，&""千瓦以下
的不需要核准，但有些基层电力企业
却要求申请者提供发改委批文才接
受申报。此外，目前国家尚未开放光
伏电力并网验收的安装资质评审，
导致许多有心参与分布式光伏发电
的企业无法承接分布式电站的建设
任务，这就大大限制了上海和全国
各地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的速度。

欧盟黑脸出“重拳”中国应招变“握手”
———中欧解决光伏贸易争端的背后

欧盟“双反”制裁
欧盟委员会分别于 %"&%年 !月和

&&月启动针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
池板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涉及中国
企业对欧盟出口金额高达 %&"亿欧元
（约合 %,(亿美元），被业内人士称为欧
盟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双反”案件。
国务院参事、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

长石定寰认为，欧盟的“双反”制裁，违
反了世界贸易自由竞争的基本原则，对
双方都不利，大量欧洲企业已经深度融
和到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由于中国很
多光伏企业都从欧洲进口原材料、部
件、制造设备，因此这一贸易保护行为
也将给欧洲带来“附加值”的减少。
经过艰难谈判，目前中欧双方达成

价格承诺方案。具体内容，中方承诺出
口到欧洲的光伏产品不低于某个最低
价格，并设定具体的时间期限；中方承
诺将每年出口到欧洲的组件限定在一
定的规模范围内。而作为交换，欧盟将
不对中国光伏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

我国“声东击西”
是什么导致欧盟将准备“重拳一

击”的手转而和我们握手言欢？实际上，
近 %个月，中方动作频频，声东击西，充
分运用谈判技巧，争取谈判筹码———

!月 "#日 中国商务部宣布!向进

口自欧盟的化学品"甲苯胺#征收为期

!年近 "#$税率的反倾销税$ 虽然甲苯

胺系一种染色中间体%与太阳能光板完

全无关%却仍具有"声东击西&的效用%

中方光伏谈判筹码也就间接增加$

# 月 $% 日 商务部又公布了对产

自美国'韩国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

销调查的初裁结果%并于 #月 %&日起分

别向美国及韩国产品征收 !"'"$(!#$及

%)&$(&*)#+的高额关税$ 而欧盟多晶硅

却虽然调查榜上有名%却不见征税单$

多晶硅为光伏重要原材料，且中国
进口最多来自德国，一旦征收反倾销
税，将对欧盟尤其是德国企业造成重
创。多晶硅可谓是光伏谈判中方最重的
筹码。此番作用下，欧盟提前做出和解

表态。专家评价，欧盟是中国光伏产品
最大的出口市场，中欧光伏产品贸易争端
的妥善解决，维护了双方光伏产业利益，是
互利双赢的结果。中方作出价格承诺，
也就是说中方的光伏产品在欧洲的价格
有了一定的提高，虽然我们竞争的优势
有所下降，但是保住了欧洲市场 ("-的

份额，欧洲的企业也有发展的空间。

不可盲目乐观
上海新能源行业协会秘书长张静

妹对记者表示，不能对目前取得的谈判
成果盲目乐观，现在整个谈判还没有结
束，双方达成的价格承诺并没有公布具

体数字。后续谈判结果的执行，可能比
目前公开的更为复杂。
有知情人士称，未来中国输欧光伏

产品价格承诺在 "*))欧元.瓦—"*),欧
元.瓦。据了解，中国输欧光伏产品平均
售价约为 "*) 欧元.瓦—"*)% 欧元 .瓦，
依此计算，如果我国做出售价下限 "*),

元.瓦的承诺，仅较此前每瓦平均售价
上浮了 "*")欧元/"*",欧元，上浮比例
约为 !*(#—&+#。这对大部分中小企
业来说，将丧失价格优势。
一家光伏产品制造商负责人透露，

眼下欧洲本土以及韩国等地的太阳能
产品制造成本也大多降到 "*(欧元.瓦

左右。在最低限价的情况下，采购商肯
定会优先选择质量好、实力强的企业。
这就意味着一些小的光伏企业可能要
让出大部分份额。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多
晶硅厂商认为，谈判达成的妥协结果意
味着此前预期的对欧多晶硅“双反”将
难以进行，多晶硅行业“价格战”可能卷
土重来。

仍然存在变数
按照欧盟委员会委员德古赫特的

版本，中欧争端解决方案中，除了这道
关，中国光伏产品进入欧洲还有两道
坎———数量控制：每年输欧产品受上限
制约，超过上限的出口商，将被征平均
+,*(#的关税；产品限制：欧盟自身无法
自给自足的产品，才可以由中国产品以
价格承诺方式出口、补足市场需求；而
欧盟能够自给自足的产品，则需与全球
产品竞争，同时也受到额外的保护：中
国产品将被征平均 +,*(#的关税。专家
分析，不排除未来光伏对欧出口实行
“配额制”的可能，结果就是出口量将加
速向大厂商集中。这将使处于生存困境
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留给它们的选
择可能就是加速退出光伏行业。
“谈判未到最后一刻，还存在变数。

达成价格承诺以后，中国企业得遵守价
格水平，如何监管又成双方谈判的难
点。监管制度不能太松也不能太严。太
松的话欧盟不同意，太严的话，欧委会
可以轻易地认为中企违反监管条件，有
可能不按协议出牌，伤害中国企业的利
益。”张静妹说。

! ! ! !从 %""!年开始，我国的光伏产业接连
遭到来自美国欧盟的“双反”调查，此外由
于全球产能过剩，自去年年初以来，光伏产
业进入薄利时代，今年一季度的行业平均
利润低于 $#。

我国光伏产业的迅猛发展和瞬间衰
败，都绕不开补贴因素。正是在国内外补贴
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几年前就成为世界第
一大光伏产品生产国。然而这是一个揠苗
助长的行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
认为，中国光伏产业最大的麻烦是“两头
在外”，也就是高端的原料必须靠进口，

整个的大市场又在海外，没有形成一个
良性循环。发达国家，第一控制的是高端
原料的生产，第二普及它的使用，我们国
家正好相反。因此，一下子撤出政府的支
持和帮助是很难的。政府不该撒手不管、
完完全全以市场的力量让这个行业自生
自灭，从成为第一大生产国起，产能过
剩、缺乏核心技术这两大问题就在堆积
“危机堰塞湖”。

作为已投入巨大资源的朝阳行业，如
不继续扶持，将面临巨大沉没成本，还会在
新能源格局中落伍。将补贴进行到底，是救
赎光伏产业不得不走的路径。

然而，怎么补，补在哪，成为政府必须
直面的问题。专家分析，过去，我们常常在
生产能力的培育上下很大的功夫，地方政
府为了把企业做大，追求产能，产能一上来就
补贴，短时间虽然扩大了生产能力，但极易让
价格成本发生扭曲，最终造成产能过剩。
谈补贴，就必须直面产能过剩、缺乏核

心技术两大问题，如果只是为避免缺乏竞
争力的企业关门，等于继续堆积“堰塞湖”，
延迟崩溃时间而已。包括补贴在内的整套
政策，应能推动产业整合、技术革新、成本
控制，才可令光伏产业度过寒冬。尤其是鼓
励企业在技术创新上有所作为。

面临产能过剩和缺乏核心技术堆积“危机堰塞湖”

光伏产业已进入薄利时代
补贴政策应鼓励企业创新

启动内需市场 政策尽快落地

! ! ! !

中欧史上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中欧光伏案“峰回路转”，日
前达成价格承诺方案。这一贸易争端牵涉金额高达210亿欧元，涉
及100多家中国企业。

今年6月6日，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产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
11．8％的临时反倾销税，如果双方未能在8月6日前达成妥协方
案，届时反倾销税率将升至47．6％。这一消息对中国光伏业犹如
地震。然而，在距离欧盟设定的最后期限尚余10天之际，欧盟贸易
委员会宣布中欧已就光伏争端达成和解。

消息一出，叫好声不少。这场贸易争端，到底谁赚了，谁亏了？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叶薇

! ! ! ! "&$"年 #月 "'日 以德国 ,-./01-0.2为首的欧洲光伏制造商联

盟(3450-,67)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

查的申请$ 8月 9日%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

"&$"年 (月 ")日 3450-,67向欧盟提起申诉% 指控中国的光

伏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并要求对其产品征收惩罚性进口关税$ %个多

月后欧盟正式启动对华光伏产品反补贴调查$

"&$*年 )月 "'日 欧盟成员国内部就欧委会对华光伏征税建

议案投票表决结果出炉$ 最终%有 :#国反对对华光伏*双反&议案$

"&$*年 !月 '日 欧盟委员会宣布% 欧盟将从 9月 9日起对产

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 ::!*"的临时反倾销税% 如果双方未能在 *

月 9日前达成妥协方案%届时反倾销税率将升至 &#!9"$

中欧光伏争端大事记

! %;:"年 9月 %8日%安装光伏组件 &&;;;块的单体建筑光伏发电项目+++杭州火车东站屋顶光伏正式并网发电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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