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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了到 2035 年

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其中之一是“广泛形成绿色生产

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求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1]。光伏发电产业作为一种新兴

的绿色清洁能源产业，不仅可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还

可以为农村产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注入活力。农业农

村部关于《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的

通知中明确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解决

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2]。推动光伏产业与农村各产业相

结合，是实现脱贫地区致富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光伏产业在乡村振兴中不断

发光发热。在农业产业的发展方面，形成“光伏 +”的

深度融合模式，促进农村的产业融合。光伏发电应用在

乡村振兴工作中，能够有效促进“三产融合”，使农村产

业系统化并且衍生出更多就业机会，从而促进农民就近

就业改善其经济收入状况 [3]。在产业结合方面，光伏与

农村中多产业结合，形成“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等

光伏农业发展模式 [4]。但同时光伏产业的发展也存在较

多的问题，光伏的发展需要以土地为基础，但由于大量

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农村大量土地以及宅基地闲置，

农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不愿将土地流转出去，导致农

村中土地整合存在较大困难，无法将这些资源合理利用

创造经济价值。

在脱贫地区，国家设立了五年过渡期，这五年是需

要脱贫地区既要守住脱贫地区的现有成果，也要赶上乡

村振兴的快车道，这就需要扶贫项目的提档升级，转变

为脱贫地区的致富之路，不能仅靠政府政策扶持。

二、我国光伏产业的政策变迁

第一阶段为起步发展阶段。1997 年，国家计委提出

“中国光明工程”，提出要利用太阳能作为全国扶贫工作

之一。这是光伏扶贫的开端。2008 年，国家首次实施光

伏补贴政策，2008 年 7 月，发改委及电监会发布《2008

年 7 月 ~12 月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和配额交易方案的通

知》，开始对已建成的独立光伏电站项目发放补贴。2009

年，国家推行了“金太阳”示范工程，正式启动太阳能

屋顶计划。从 2014 年国家精准扶贫提出后，国家能源局

与国务院扶贫办为贯彻落实《关于“光伏扶贫”工作的

会议纪要》，加快组织实施光伏扶贫工程。2017 年，国家

能源局印发《2017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能规

划 [2017]46 号），提出精准扶贫，进一步优化光伏扶贫布

局，优先支持村级扶贫电站建设。

第二阶段为脱贫攻坚决胜后的创新发展阶段。2020

年，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的胜利。光伏扶贫项目

的补贴也在发生变化，国家开始大力推行光伏评价上网，

走市场化道路。2021 年，国家推出关于整县推进分布式

光伏的政策，国家主要采取自愿发展的模式，并没有强

制要求，但是国家在光伏发电项目上的优惠政策减少。

2022 年 1 月 6 日，国家能源局、农业农村部和国家乡村振

兴局三部门联合下发了《加快农村能源转型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再度布局“光伏 + 现代农业”。

三、国内外光伏产业发展经验借鉴

1. 国外光伏发展经验

（1）德国光伏的储能补贴

德国是世界光伏市场的“领军者”。在 1997 年，德

国政府就开始实施相关政策鼓励国内光伏产业的发展。

德国目前采用的户用光储补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购置

费用补贴，二是运行收益机制两方面。

购置费用补贴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税收减免，政策

对光伏储能项目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抵免。二是容量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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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方面，对不同的储能容量采用不同的补贴标准，比如

柏林“Energy storage PLUS”计划对与光伏系统配套的每

KW 储能资助 300 欧元，最高 1.5 万欧元。三是低息贷款，

政府与银行合作，给居民提供光伏设备的低息贷款，比

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

在运行机制方面，主要是分时电价机制，光伏发电

高峰期按低谷电价向用户收取电费；对日落后增长的电

力需求，考虑启动天然气调峰发电成本，按高峰电价向

用户收取电费。用户可在电价低谷时间内对电池充电并

在高电价时段向电网放电实现套利。虽然政府的补贴力

度在减少，但是新的补贴机制仍然使居民在光伏发电方

面获得较客观的收益。

2. 国内光伏促富经验

（1）“顶层领导 + 基层创新”的光伏致富经验

新光村位于湖南省涟源市湖泉镇，东距县道约 11 公

里，交通便利。全村共有水田面积约 675 亩，鱼塘 200

亩，旱地 400 亩，这为“光伏 +”农业的发展模式奠定

了基础。新光村依托本地自然资源，以荒山多、光照强

的特点为契机，大力发张光伏发电项目，形成“牧光互

补”产业链，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而且

增加了他们的家庭收入，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该村的“牧光互补”模式具体的发展思路是：建设

光伏电站，利用光伏板的间隔来种植牧草，开展湘中黑

牛养殖，形成“光伏发电 + 牧草养殖 + 黑牛养殖”的产业

链条。有效的盘活农村的土地资源，创造了“租地、劳

务、种植、养殖”四重可持续全产业链收入。新光村的

这种创新的光伏产业模式，仅在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中，

在 2022 年内就解决了 100 余人的就业问题，为农民带来

工资收益 300 万元以上。在整个“牧光互补”链条中，

每年将为村集体由原来的 0.8 万增收到 18 万元，村民人

均收入由 1.23 万元增收至 2.35 万元。新光村的村集体收

入达到几十倍的增长，村民收入一年翻一番，成为湖泉

镇经济强村。

3. 国内外光伏产业发展启示

上述案例是国内外光伏产业发展的成功案例，不论

是在国家对光伏产业的扶持政策方面还是在农村中光伏

的创新模式来看，都适合我们去学习借鉴。

就国家扶持政策来看，德国的主要补贴机制重点在

设备安装阶段的无息补贴政策，这一部分是国家政策可

以借鉴的，在农村，光伏产业的发展的阻碍主要在资金

的筹集问题上，目前光伏产业在农村的普及率不足 20%，

农村光伏产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空间，随着国家出台的整

县屋顶计划，虽然是每个县自愿参与，但是国家也要出

台相应的补贴政策来鼓励光伏在农村的发展。

在发展模式上，新光村创新了光伏发展的模式，新

光村发展较好的原因在于：一是村委的正确领导，在光

伏发展过程中，要发挥地方政府以及村领导的积极性，

引导他们发挥带头作用。二是产业间的相互结合，创新

光伏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光伏 +”的发展模式。新光

村主要是依据当地的自然资源优势，结合历史产业发展

来发展光伏产业。

四、持续促富的建议

1. 发挥产业的联动作用

光伏与农业的结合是未来光伏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大力发展“光伏 +”的农业发展模式，形成“光伏 + 种植

业”、光伏 + 渔业、光伏 + 水利等的发展模式 [5]，农村的

资源丰富，现代化的乡村旅游目前成为乡村火热的发展

模式，光伏产业的发展可以结合农村的旅游，发展具有

特色的光伏展览馆，发挥光伏的双重经济效能，既满足

了游客观光的需求，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光伏与

餐饮业的结合也是农村光伏发展的一种模式，大力发展

“光伏 + 餐饮”的发展模式，形成农村旅游中别具一格的

风景，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另一种致富

形式。另外，发挥村领导与农村的作用，发挥村领导的

带动作用是村集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光伏产业的发

展需要资金的投入。

2. 发挥试点带动效应

试点的成功对于农村光伏产业的推广来说至关重要，

目前，光伏的产业结合在农村的发展比较分散，产业的

多方面融合有待提升，要充分发挥试点的带动作用，试

点村的发展要实现光伏与其他产业的高度结合，真正实

现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农民的持续增收。形成产

业链完整，可普遍推广的光伏农业发展模式。

3. 发展多方保障、多方助力的政策机制

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本积累少，农村光伏

产业的发展需要多方的保障才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政府

要加强顶层设计，鼓励、支持、引导农村光伏产业的持

续发展，规划农村的发展目标和宏观发展方向，让农村

的光伏产业有目标有计划的发展，实现产业的健康持续

推进。政府应制定相关的产业帮扶政策以及民营资本入

驻农村的优惠政策，更要发挥当地政府的带头作用，加

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引进优质的民营资本入驻农村，光

伏产业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投入，农民的经济水平低，但

光伏产业的发展能持续的带动农民致富，政府引导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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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机制不可或缺，加强政府与银行的合作，结合德国的

补贴经验，给予农民一定的贷款优惠政策，扶持农村经

济的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政府在引进资本

的同时也要规范资本的行为，使他们真正实现农村经济

的发展，促进农民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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