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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全国每一个屋顶都能发电” 还有多远？

光伏建筑市场未来将达万亿规模

《广东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隐患识别图集》（第一部分）新鲜出炉

按“图”操作 安全风险可控

光伏建筑， 是近年逐渐兴起的名词，
指将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集成于建筑，进
而让建筑发电。 双碳目标，以及近期的系
列文件， 催生了这一市场的热度。 4 月 1
日起，住建部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
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正式实施，该规范
为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其中一项要求为
新建建筑应安装太阳能系统。

我国光伏建筑市场有万亿规模

今年 3 月，住建部发布《“十四五”建
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提出了“到
2025 年，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3.5
亿平方米以上，全国新增建筑太阳能光伏
装机容量 0.5 亿千瓦以上”的量化目标。

4 月 1 日起，住建部国家标准 《建筑
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正式实
施，该规范为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全部
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规范要求，新建建筑
应安装太阳能系统。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太阳能中心主
任、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光电建筑专委会秘
书长张昕宇告诉记者，太阳能系统产品分
为供热与发电两类，光热应用的场景化特
点较为明显，酒店、医院等热水需求较大
的建筑适合安装供热系统，写字楼、居住
建筑等用电需求更强烈，且对于开发商而
言， 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安装流程更为简
便，后期物业管理也较容易，这意味着住
建部规范正式实施后，新建建筑将大概率
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记者注意到，嘉寓股份、中国建筑国
际多家建筑或建筑装饰行业上市公司此
前已经披露过光伏建筑一体化建设进展。
如万科发布的 2021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显
示 ，公司对建筑光伏一体化 （BIPV）展开
多方面论证与研发讨论，后续将逐步统筹
研究落地方案，到 2025 年至少 18 个商场
实现光伏发电。

多 家 券 商 认 为 ，2020 年 -2035 年
BIPV 的总装机容量将超过 400GW，我国
的光伏建筑市场未来有望达到万亿规模。

为什么建筑需要降碳？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 建筑领域降碳之所以意义重要，
在于建筑是传统意义上的“能耗大户”。

据北京绿色金融协会常务理事邵诗
洋介绍，在我国，建筑行业的全过程碳排
放总量实际上占到了全国排放量的一半
以上，主要来自两头———上游的建材包括
钢铁、水泥等，以及下游的建筑运营，建筑
行业的碳排放管理对于我国节能减排一
盘棋的规划来说意义重大。

如将光伏发电系统集成于建筑上、让
每座建筑从用能单位转化为微型电站，有
望取得怎样的减排降碳效果？

“相当于每两年建设一座三峡电站。 ”
东方日升提供给的推算结果显示，根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中国每年建筑业竣工面积
约 40 亿平方米， 保守推测每年的新增装
机量就能达到 10GW。 经过计算，一万平
米的屋顶可建设约 1.5MWBIPV 电站，按
年发电量 180 万度计算，每年节约标准煤
量 590.4 吨 ， 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 1500
吨。

光伏与建筑如何有机结合

“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挺好，但真正
实践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叫知易行难。 ”谈
起光伏建筑的落地，张昕宇感慨良多。

挑战之一 ， 或许在于定位上的转
变———需要将光伏从独立的产品，融入建
筑的角度进行理解、设计。

张昕宇告诉记者，建筑是人活动的场
所，将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在建筑上首先需
要满足建筑的安全、防水、防雷、抗风揭、
保温、防火等特性，并做到对人友好。他认
为，此前不少光伏建筑项目并没有充分考
虑建筑的功能，将地面电站的做法和经验
直接搬到了建筑上，这种操作方式值得商
榷。

为了解决“跨界”的难点，首先在布局
光伏建筑时，许多光伏企业往往选择与建
材企业合作。

隆基绿能在 2021 年 3 月入股了森特
股份成为后者第二大股东，森特股份是一
家主营钢结构工程的设计、制造、安装施
工一体化等业务的上市公司。东方日升则
与建筑行业龙头精工集团达成了战略合
作。

其次， 要让光伏发电系统能安全、正
确、可靠地应用于建筑，需要设计院为建
筑设计“说明书”。因此与设计院的配合也
很重要。

建筑行业的流程中，业主确定了建筑
项目后，由设计院设计图纸，经施工图审
查机构审核通过后再开始施工，最终竣工

验收。住建部提出了新建建筑应安装太阳
能系统的强制性规范，意味着如施工图纸
未设计安装太阳能系统就无法通过施工
图审查环节并开工，而如施工过程中未按
设计安装太阳能系统，最终竣工验收也无
法通过。

安装用于发电的太阳能系统，需要额
外考虑管线排布等问题。 张昕宇告诉记
者，光电建筑专委会时常召集建筑企业举
办论坛与研讨，向业内科普新规下应如何
对加装太阳能系统进行图纸设计。 此外，
据他介绍，生产 BIPV 产品的企业往往配
备专门与设计院对接的方案部或设计部，
将企业产品的特点与施工需求与设计院
进行沟通，设计方理解清楚后才能将之落
实到图纸上。

“设计方与厂商通过合作交流，也能
实现相互促进。 ” 来自北京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科技质量中心的朱学晨告
诉记者，材料厂商通过开发新产品可以促
进设计师的设计发挥，设计师的创新想法
也能为企业研发提供新思路。

而创新的核心，最终依然是人。 作为
一个创新领域，光伏建筑的人才稀缺仍然
是难点。

多家已布局光伏建筑业务的企业均
向记者表示，这一领域横跨了建筑与光伏
两个行业，其实对于从业者提出了更多元
的要求。 泛在建筑实验室 CTO 徐宁曾向
媒体表示，要培养跨界、跨行业的人才从
而真正来面对光伏和光伏建筑一体化 ，
“这个行业真正的专家还在未来”。

离“每个屋顶都能发电”还有多远？

业内观点普遍认为， 政策催化下，光
伏建筑的风口已在眼前。

据记者了解，此前国内光伏建筑市场
主要的订单基本均来自央国企，以及拥有
大量厂房的制造企业。

例如隆基绿能与森特股份此前中标
的山东重工集团权属公司屋面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订单金额 7.99 亿元，是截至
目前全球最大的单笔 BIPV 项目订单。 据
隆基绿能 BIPV 总裁陈鹏飞介绍，山东重
工方面原先计划仅对一个厂房进行试点
改造，最终经与隆基沟通，了解绿电减碳
贡献后决定集团新建屋面均使用隆基隆
顶 BIPV，预计装机容量约 139MW。

“相较于 2021 年， 天合光能今年的
BIPV 业务增长迅速。 单个订单的装机量
越来越高。 ”企业表示，今年 6 月新增西北
区域牧业屋顶项目体量达到 20MW，新建
厂房咨询数量越来越多，尤其以央国企为
代表。

类似的市场需求将不断扩大。随着住
建部新规的实施，太阳能系统成本亦将成
为建筑行业一项必须的支出，经济性如何
呢？

招商证券在今年 5 月的深度报告中
提出，据其测算，目前国内 BAPV 屋顶项
目成本预计在 500-600 元每平米 ，BIPV
屋顶项目建设成本在 600-800 元每平米。

陈鹏飞则从企业的角度提出，对于初
始投资成本更高的 BIPV 项目，应从产品
全生命周期看待其投资回报，综合考虑耐
久及未来维护 、 更换的人工成本 ， “说
BIPV 现在还不具备经济性是误判 ”，“希
望有条件的省份能出台针对 BIPV 的引
导性补贴，例如西安目前对 BIPV 项目给
予每度电 0.1 元的补贴，浙江丽水近期出
台文件提出对 BIPV 项目每瓦补贴 0.3
元。 ”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目前
住建部等部委已就光伏建筑发展颁布了
顶层文件与量化要求，但在具体落地过程
中，各项系统性、细化的规范尚未出台。

东方日升认为，市场正处于商业化大
规模应用的前奏阶段，随着近些年碳中和
战略的深化推进，在建筑减碳领域政策的
不断强化， 增量市场的热度正在加速提
升， 预计短期内就能形成一定的市场规
模。

“目前 BIPV 的发展在既要保障发电
指标的同时还要兼顾建筑安全、 防水、防
火、装饰等多项要求，缺乏国家层面的统
一标准或要求，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天合
光能告诉贝壳财经记者，由于上下产业链
集成度不够，BIPV 的发展尚未形成行之
有效的运营及维保模式。 因此，积极推动
行业技术标准的确立和加强光伏产业的
创新研发能力是 BIPV 的重要发展方向。

东方日升向记者表示，开拓市场还需
要光伏行业与建筑行业一道， 完善 BIPV
相关标准体系， 共同推动产品研发迭代，
打通产业链，进一步降低系统成本，形成
合适的、可持续的商业环境。

（据新京报）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蒋雯菁报道：7 月
5 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写并发布
了《广东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隐患识别图
集（一）》（以下简称《识别图集（一）》）。 据
悉，《识别图集（一）》为《广东省建筑施工
安全生产隐患识别图集》 的第一部分，包
括施工升降机、塔式起重机和现浇混凝土
模板工程三个专业的内容。

积极组织宣贯培训。各地各主管部门
要立即将《识别图集（一）》转发至属地安

全生产监督机构和建筑施工参建各方；结
合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南粤行”活动，采
取线上线下结合、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方
式，认真抓好《识别图集（一）》的宣传培训
和政策解读，确保建筑施工参建各方和安
全生产监管人员熟悉、 掌握 《识别图集
（一）》内容，准确把握事故隐患的基本涵
义和判定情形，切实提升建筑施工现场管
理和安全监督执法水平。

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各地各主

管部门要推动 《识别图集 （一 ）》在建设
项目开展日常安全隐患排查中的应用 ，
并将 《识别图集 （一 ）》作为行业主管部
门 、安全生产监督机构安全监督检查的
重要判定标准 ，特别是要结合正在开展
的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 ，以
建筑起重机械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等
危大工程为重点 ，运用 《识别图集 （一 ）》
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 ，确保安全风险
可控。

推动安全理念根植人心。 各地各主
管部门要持续开展 “我是安全吹哨人 ”
“查找身边的隐患 ”等活动 ，调动企业员
工参与监督企业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和项
目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主动性和
能动性，以运用《识别图集（一）》为契机，
拓宽畅通投诉渠道，开展有奖举报，鼓励
企业人员举报安全生产重大风险、 事故
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不断深化群防群
控、联防共治。

浙江省首个 “不拆瓦” BIPV （光伏建筑一体化） 屋顶光伏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