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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可再生能源，具有清洁性、安全性、

充足性及潜在的经济性等特点，在长

期的能源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特别

是在当前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越来

越稀缺，经济能源竞争日趋紧张的情

况下，大规模开发和利用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已成为未来能源战略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山东省积极发

挥财政杠杆作用，大力推进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支持节能减

排，取得了良好成效。

山东省太阳能综合利用现状

山东省太阳能资源丰富，全省近

2/3的国土面积日照时数在 2200小时

以上，每年总辐射值相当于 731亿吨

标准煤，开展太阳能综合利用条件得

天独厚。同时，山东省是名副其实的能

源消耗大省，推进太阳能综合利用也

是调整山东经济结构和促进节能减排

的现实需要。山东省各级财政部门积

极发挥财政资金、政策引导作用，使

太阳能利用和太阳能产业得到了较快

发展。

——投入逐步加大。2006 年，省

级财政设立 1500万元节能专项资金的

同时，又从新增财力中一次性安排 1.5

亿元，用于促进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发展。2007年，省级财政节能专项资

金增加到 5000万元，年中又追加 8000

万元。各级财政也设立了太阳能等可再

生能源专项资金。同时，省政府出台相

关规定，对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企业，增值税地方分成部分全

部留给市县，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发展

太阳能产业的积极性。

——支持太阳能等节能技术研究。

一方面，大力支持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先后选择 50家国家和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支持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掌

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提

高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水平，力诺等

一大批太阳能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正

在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支持太

阳能节能技术研究。2007年，省财政

安排资金2500万元，设立重大节能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奖项，对获得国家和

省级以上水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

主创新，区分不同技术等次，进行分级

定额奖励。通过几年的努力，全省太阳

能真空分体、太阳能高温发电、自清

洁镀膜、光电以及太阳能空调等技术，

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 促进太阳能 等节能产业发

展。2007年，省级财政采取委托贷款、

无息使用的方式，集中支持市场占有

率高、技术含量高、能耗水平低的省

内重点产业。据统计，目前全省具有一

定规模的太阳能热利用企业 200多家，

年热水器生产能力达到 100万台，高硼

硅供应占全国市场的 60% 以上，真空

集热管占行业高端市场份额的 70% 以

上。力诺瑞特、皇明、桑乐、亿家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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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销售量均位居全国前10位。同

时，加大对太阳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激

励。省政府设立节能贡献奖，对节能

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企业、重大节能成

果、优秀节能成果给予奖励。目前，全

省太阳能热利用行业 总产值达 45亿

元，约占全国的 1 / 5，居全国首位，

并保持年均 30%以上的增速，山东已

成为世界级太阳能热产业聚集区。此

外，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发展也很快，已

广泛应用于通讯、交通等领域，近年

来又开辟了太阳能路灯、草坪灯等新的

应用领域。

——推广太阳能等节能产品应用。

从 2007年开始，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

资金，以财政补贴的方式，对省内三星

级（含三星级）以上宾馆、省属高校新

上日产 20吨以上、热水日温升至 30℃

以上的太阳能集热系统，给予总投资

额 30% 的补贴。当年，全省共安排奖

励资金2700万元，50家宾馆和高校获

此奖励。仅此一项，就节约能源合计

标准煤1.3万吨。各市也积极鼓励太阳

能产业发展。德州市实施太阳能“百万

屋顶计划”和太阳能“进村入户”工程，

通过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建设太阳

能集体浴室等项目。烟台市规定，新建

住宅建筑要实施太阳能热水器一体化

设计和施工，预计到 2010年，全市新

增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住宅 4000万平

方米，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5万吨以上。

进一步推进太阳能综合利用

山东省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利用

有了较快发展，但尚处于起步阶段，还

存在利用层次较低、开发不规范以及

促进太阳能利用的财税政策手段单一

等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太阳能综合利

用，我们特提出如下建议：

——制定符合省情的太阳能发展

规划。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中

长期发展规划和实施细则。特别是对

太阳能建筑应用等关键领域，要制定

统一规划，将太阳能应用同建筑规划、

施工统筹考虑，逐步对城市新建住宅

建筑强制实施太阳能集热器一体规划

施工。

——加大对太阳能综合利用的资

金扶持力度。太阳能产业链长，涉及先

进原材料制造、高科技研发、高新技

术产业化等多个环节，公益性强，涉及

面广，投入需求大，需要大量的财政资

金扶持，特别是对太阳能利用技术的

研发，要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应把重

点放在创新资金分配方式上，通过财

政补助、财政贴息、奖励等方式，积极

探索“拨改投”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作用。譬如，光伏产业

前期投入大、风险大、专业性强，应充

分发挥政策性贷款平台作用，支持企

业前期建设；同时，通过贷款贴息给

予一定期限的保护性支持，促使其加

快发展。对处于成长期的具有良好增

长预期的重点项目或企业，应探索推

行财政资金“拨改投”改革，既能推动

太阳能产业深入发展，还能分享企业

成长带来的利润。

——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示

范带动作用。太阳能产业链较长，即使

是发达国家，也是选择几个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集中财力、重点突破。山

东省应借鉴发达国家成熟做法，选择

好突破口，以点带面，扩大应用范围和

领域。比如，山东的太阳能集热技术

比较成熟，人们的认知度也非常高，同

时，太阳能热水器产业发展迅速，应

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全省范围内

加大推广应用力度。此外，太阳能光伏

屋顶并网发电是增长最快的新能源技

术，但目前全省还没有开展试点应用，

应尽快在沿海发达城市示范应用，并

允许光伏屋顶发电系统的用户并网。

同时，应进一步争取外国政府和国际

金融组织的优惠贷款、国外赠款和国

际组织的援助基金和投资资金，积极

支持企业参与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

项目的政府间合作。

——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宏观调控

作用。目前，我国太阳能利用的税收宏

观调控机制还没有形成，许多太阳能

行业和产业由于缺乏利益驱动机制导

致发展缓慢。因此，需要政府出台基

于利益的激励机制。一方面，完善增

值税优惠政策体系。我国对太阳能发

电等尚没有具体的优惠税率，应制定

统一的太阳能等新能源产品目录，在

此基础上出台系统的包括增值税税率

在内的优惠政策体系。譬如，针对不

同的建筑功能，实施不同的激励政策，

尤其对于量大面广的居住建筑实行税

收及贷款优惠政策、能源投资机制及

业主有偿使用相结合的政策。另一方

面，对太阳能等节能行业采取税收优

惠政策。如对生产和制造节能设备和

产品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企业所得税

间接优惠政策；对生产节能产品的专

用设备，可以实行加速折旧法计提折

旧；降低可再生能源企业的增值税率

等等。

——加大政府采购对太阳能等节

能产品的倾斜力度。财政部门要着重支

持能耗标准体系建设和太阳能等节能

产品认证体系建设，为规范节能产品市

场和纳入政府采购做好技术准备。同

时要及时调整政府采购目录，优先和

强制采购符合节能标准的产品，逐步完

善节能产品强制政府采购制度。鉴于节

能产品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应实行“先

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先选择那

些社会需求量大、节能效益显著的产品

纳入 强制政府采购范围，如太阳能集

热系统、太阳能照明等，以后再逐步拓

宽到太阳能综合利用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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