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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中国碳减排方面的决心和成果有目共睹， 从2015 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 能耗双控” 行动到

2022年“碳中和”目标，从2005年900克左右的度电碳排放到2022年的600克左右，向全世界彰显着中华民

族的责任情怀与大国担当，中国也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在发展中阶段即提出零碳目标的国家。

零碳目标的主要实现途径一般有四个： 零碳能源、零碳交通、零碳建筑、零碳生活， 其中零碳能源占据 着决定性

的地位。零碳能源转型， 目前主要以光伏和风电为支撑， 并主要依赖于光伏电站装机的跨越式 增长。光伏能源

系统，又分为集中式光伏和分布式光伏，而集中式光伏在发电量占比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A 碳中和背景目标



A 分布式光伏对实现碳中和的意义

分布式能源对碳中和的贡献，不能完全以装机规模和当前静态占比来衡量。

一、分布式能源是零碳能源中唯一从消费侧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手段。通过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形

式既满足了用电主体自身清洁能源转型的需求，同时增加了行政区域和当地电网的绿色电力占比。

二、分布式光伏是完全基于用电主体需求和特征定制化的零碳能源， 既可解决传统能源供给网络无法

覆盖的细分场景， 同时伴随储能、智能微网等技术的应用辅助， 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区块链能源形态。

三、分布式光伏让更多的用电主体亲身参与和直接获益， 才能形成全社会统一的认知高度和自主高度。

四、分布式光伏其不可估量的海量效应和增量态势足以驱动整场战役质变。从增量趋势看，十四五期间 

分布式光伏将占全国光伏装机增量30%以上甚至有望占据半壁江山。



分布式光伏主要模式及光伏+应用场景分
析

B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该模式由能源公司投资建设、管理、维护、运营
。通过银行贷款或租赁融资，该模式下能源公司
可向用户收取折扣电费，多余电量可上网。同时 
向建筑物业主支付租金和向银行偿还贷款利息。

屋顶光伏电站租赁

该模式由能源公司设计、融资、安装、监测一体 
化服务，资金主要依靠融资。终端用户可与能源 
公司签订采购合约，并支付租金分享收益。



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太阳能发电(光伏)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

不但具有外围护结构的功能，同时又能产生电能供建筑使用。一般来说将太阳电池组件安装在住房或建 

筑物的屋顶，引出端经过控制器及逆变器与公共电网连接，由光伏方阵及电网并联向用户供电，这就组成 

了户用并网光伏系统。它具有调峰、环保的功能。另外也可以用太阳光伏发电的玻璃幕墙代替普通的幕墙 

玻璃，这样既可以做建材又可以发电，进一步降低光伏发电的成本，非常独特，成为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也可以直接用电池组件做建筑材料，比如说将单晶、多晶封装到瓦状的电池板中，用来做屋顶。

B 分布式光伏主要模式及光伏+应用场景分析



B 分布式光伏主要模式及光伏+应用场景分
析

光储+交通：国内分布式业务形态和应用场景的全新尝试。
案例：光伏装机60 0 K W ，储能装机4 0 0 K W h  

纯光伏：600KW，IRR：12 .8%、回收年限：6年

加储能之后：400KWh，IRR：10 .3%、回收年限：7年

特点：1、提高光伏发电的自发自用率， 9 0 % ；

2、利用峰谷电价差，实现更多收益；

上网电价：0.3923元/ KWh；  

峰：0.85，平：0.58，谷：0.3  业

主电价：9折

辐照小时：1100h

光伏造价：4元/ W   

储能造价：2元/Wh



光储+矿产油气：国内分布式业务形态和应用场景的全新尝试。

B 分布式光伏主要模式及光伏+应用场景分析

案例：光伏装机20 0 K W ，储能装机160 K W h  

纯光伏：200KW，IRR：19 .3%、回收年限：4年

加储能之后：160KWh，I R R ：16% 、回收年限：5年

特点：1、提高光伏发电的自发自用率， 9 0 % ；

2、利用峰谷电价差，实现更多收益；

上网电价：0.4153元/ KWh；

峰：1.164，平：0.866，谷：0.354  

业主电价：8.5折

辐照小时：1100h

光伏造价：4元/ W   

储能造价：2元/Wh



布式光伏主要模式及光伏+应用场景分析B
非混凝土屋面分布式光伏建设方式

TPO柔性屋面应用： 

人字型压载式TPO  

屋顶专用轻型支架

T型彩钢瓦屋面应 

用：冷焊技术

马鞍板屋面应用： 

侧边打孔

污水应用处理厂： 

柔性支架



光伏+数据中心：承载互联网和证券等重要企业的IT业务。

数据中心耗能大户一般都建设在离市区较远的地方，市电引入较困难，可利用数据中心屋顶和空余场地形

成数据中心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减少一路市电的投资建设。

当光伏电站所产生的电能无法满足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时，由公共电网给予供给，当光伏电站所产生的电能 

大于数据中心负荷需求时，则将剩余的电能馈送给公共电网。可以预见，在未来，电站储能与UPS备电

储能可能合一。

C 分布式光伏主要模式及光伏+应用场景分析



1.初步开发： 针对单体项目需根据企业的行业条件、屋顶条件、企业用电情况、企业经营状况、信用度、房
屋及土地产权等情况来初步评估该项目是否具有继续开发的必要。

2.技术评估： 从屋顶结构及承载、电气结构及负荷等技术方面判断项目的可实施性，同时评估计算该单体项 
目的装机容量、单位发电量及自发自用比例等基础数据，从而形成初步技术方案，并为财务评估提供依据。

3.财务评估： 通过对项目进行初步投资效益分析考察项目的盈利、清偿能力等财务状况，判断该项目是否具
有投资价值。

4 .合同谈判及审查评审： 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务协议， 即EMC合同EMC合同是光伏电站投资建设最重要的 
一份合同， 是电站投资建设的合法性依据， 其合同双方是投资者和用电人。合同评审会的目的在于了解该单 
体项目在技术、工程施工及后期运营上的可行性，该项目的投资回报、法律风险控制的合法合理性等。

项目公司注册

•协助业主成 
立项目公司;

项目踏勘及
设计

•现场踏勘项 
目，根据项目 
条件定制方案;

电网接入

•根据业主电网 
接入等级定制 
不同接入方案；

项目运维

•项目并网后 
提供智能化 
运行维护；

设备设备采
购及安装

•负责所有设 
备选型采购 
以及安装;

光伏+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难点问
题

C
三、投资风险的有效管控



C 光伏+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难点问
题

四、商业模式决定，对收益率要求更高

光伏项目：收益率更高

1. 项目造价相对透明，同质化竞争残酷，对设备选型不仅以低价为主，更多考虑品牌价值、质量等， 

对业主带来的不仅是发电的收益，使业主对项目具有信心，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2. 发电量高且有保障：尽量使用屋顶面积，组件装机功率更多，其他设备性能优异且转换效率高；

3. 后期发电要有保障：对于组件的衰减需要可靠的PID方案，另外，设备故障率低可减少维护成本&换 

机成本；

储能项目：生命周期放电量更多

1. 电芯具备理论充放电的能力，但是储能电池容量不均衡引起的系统使用率下降问题，必须解决，否则

没有收益率保障；

2. 补电必须具有可操作性：电池衰减不可避免，更换电池必须具备更高的经济性，如新旧电池可以混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