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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净零工业法案》和《欧洲

关键原材料法案》被视为欧洲提升清洁能源制造业本土化

竞争力、降低进口依赖的又一次重拳出击。我国作为占比

欧盟光伏多晶硅和其他相关组件进口量90%的出口国，近

年来光伏产业虽已取得极大成就，但面临着国际贸易壁

垒、部分供应链价格剧烈震荡、阶段性应用端供需错配等

挑战。其中，我们认为光伏企业最不可忽视的是：（一）

面临价格下行的持续性压力；（二）技术迭代风险；

（三）贸易风险。我国光伏企业应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加

强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的深度对接，优化成本结构。同

时，应加强前沿领域投入、引领行业技术迭代，打造核心

竞争力，不断扩宽光伏产业广度，通过“光伏+”的应用

新场景和全球化的产业链布局，维持中国制造在全球竞争

中的比较优势。

文‖中国投资咨询 潘钰杭 段亦潇

欧美拦路，我国光伏发展到底有多难？

3月1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净零工业法案》《欧洲关键原材料法

案》提案，计划到2030年将光伏和电池等关键绿色工业的本土产能提高到

40%。据有关数据统计，中国制造的光伏多晶硅和其他相关组件占比欧盟

进口量的90%，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进口占比超过40%。该法案的颁布

对国内光伏产业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被视为欧盟为提升清洁能源制造业

本土化竞争力、降低进口依赖的又一次重拳出击。

2023年开局以来，光伏赛道发展维持高速的同时，光伏的价格也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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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储能包括除传统抽水蓄能外的众多技术路线，针对

风、光发电中的间歇性、不可控问题，发挥以高经济性的

方式维持电力供需平衡、维护电网稳定的作用，是新型电

力系统的必要配套。随着风、光发电占比的不断提升，我

国新型储能装机量增长迅速，目前以锂电技术为主。随着

有关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市场动态的不断演进，未来，我国

新型储能将呈现技术路线多样化、监管标准完善化、运作

主体多元化、商业模式共享化等发展趋势。

文‖中国投资咨询 王仁泽

储能：
新型电力系统关键配套，市场渐入佳境

一、电力储能是构建以风、光发电为主体的可再生电力系统必要的配套

电力储能是将电能转化为可储存形式、使之可跨时间、跨空间灵活调

配的技术工具，从而有效解决电能供给和需求的空间不匹配、时间不同步

的问题。

传统电力系统中，火力发电（即燃烧煤炭、天然气、石油、生物质等

碳燃料）可进行灵活的出力调节，同时水力和核能发电可保障较均衡稳定

的发电输出，因此电力系统的供需平衡较易达成、电力储能需求不高。

近年来，出于减少碳排放量和提高能源自给率两方面原因，我国大力

推动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建设和普及。根据国家统计局、中电联数据，

2012年至2022年，我国风、光发电量占比从2%提高至13.5%、装机量占比

从6.2%提升至29.6%。根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预测，2030年我

国风、光发电装机量将达2022年的2.4倍、占比增长至48%，届时风、光

发电量占比也将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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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闯新路，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

近日，与贵州有关的几则新闻，赚足人们眼球：

4月14日，贵州省与国务院国资委签署《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

大开发上闯新路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希望国务院国资委在国资国企改

革、央地合作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贵州的支持力度，更好助推贵州高质量

发展。

4月17日，贵阳市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签约仪式举行，共同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

4月18日，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麟，省委副书记、省

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卫东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贵州省希望中国信达在打造“六大产业基

地”、助力国企改革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

结合先前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债务专项调研的结论，从“化债工

通过贵州省近期在缓释债务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

面的实践，可以看出贵州省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

的发展战略，即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实现经济

增长模式的转变。贵州省在化解债务方面得到了中央的政

策和资金支持，同时也展示了自身的努力和决心。贵州省

的高质量发展，有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贵州样

本，值得其他地方政府学习借鉴。

文‖中国投资咨询  王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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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谋定而后动

4月2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河南省国资委介

绍和解读河南省2023年一季度省管企业经济运行和国企改革的相关情况。

过去三年，河南省属国企取得显著成绩。省管企业资产总额增长

115.2%，营业收入增长14.4%，实现利润增长67.8%，上缴税金增长

51.5%，改革成果体现为“真金白银”的质量效益。

今年一季度，河南省属国企的成绩依旧亮眼，41户省管企业资产总额

达3.78万亿元，同比增长28.7%；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4.3%；利润总额同

比增长125%，资产总额和利润总额增速位列中部六省第一位。可见，河

南省国资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取得不俗成绩，改革成效还在持续显现。

按照中央总体部署和要求，各地如何谋划未来新一轮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结合河南省的实践，可以看到有以下三项重要举措：

一是优化国资布局。中国投资咨询协助多地完成国资重组和布局调

今年一季度，河南省属国企的成绩亮眼。按照中央总体部

署和要求，在各地谋划未来新一轮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过

程中，可以借鉴河南省的实践，参考三项重要举措：优化

国资布局、加强国资监管、构建新型国企。另一方面，国

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理应在我国数字化建设

浪潮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创新，全面推

进数字产业化发展。国有企业改革转型永远在路上，要抓

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契机，切实担负起在数字

中国建设中的使命与责任。

文‖中国投资咨询 王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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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讲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防范和监管深化

一、地方政府法定债务、隐性债务和投融资平台债务

（一）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也被称作地方政府显性债务，是在国务院

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筹集的、需地方政府承担偿还

责任的债务。自2014年审计认定，2015—2018年发行置换债券置换存量债

务后，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仅有一种形式，即地方政府债券。

地方政府债券，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自办

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政府

债券。地方政府债券按资金用途分为新增债券、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

按预算管理模式分为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截至2022年末，我国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为35.1万亿，其中一般债券14.4万亿，专项债券20.7万亿。

（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指2018年由各地方政府统计上报，纳入

财政部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及中长期支出事项监测平台的债务，包括但不限

于不规范的PPP项目、不合规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明股实债的政府基金

等需要政府财政偿还的支出；地方融资平台和事业单位负债中，用于公益

性项目建设，需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

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尚未公布。按照中发27号文的要求，我国

近期，中部某省会财政局在公开媒体发布“债务催收联合

公告”等事件，不断引发市场对于地方政府和投融资平台

债务问题的热议。此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投融资项目

实施的合规性问题普遍受到政府、平台公司、社会资本的

高度关注。本文结合最新行业动态，集中分析地方政府和

投融资平台债务问题。

文‖中国投资咨询  王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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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城市一直是经济增长和政治力量的引擎，也

是创新和变革的枢纽。多年来城市系统内持续增长的人口和与日俱增的环

境压力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城市化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国城市的发展同样面临着可持续性的难题。中国城市化究竟又该走

向何方？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现状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新中国成立至今城镇化建设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波澜起伏时期

（1950～1977）、稳步推进时期（1978～1995）和加速推进时期（1996年

城市化是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当前我国城市建设采用

粗放化发展的方式，城市建设面临可持续发展难题，这一

问题在人居环境建设领域更为突出。可持续城市的建设需

要新的规划理念，也需要新的技术手段和工具。为此，需

要建立本土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指标体系，对城

市人居环境状况进行全面、常态化、周期性的评价工作，

有针对性地治理“城市病”问题；对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

成效等进行定期监测、评估和反馈，不断校核城市发展建

设目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文‖中国投资咨询 李

中国城市怎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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