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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大背景下，国务院加大了
微刺激力度，通过一系列简政放权来释放制度红利，刺激企业活
力。

在中央强化市场、放松管制的思维下，在地方，企业又遭到
哪些来自行政“弹簧门”、“旋转门”的干预？我们以山东力诺太阳
能电力集团(简称“力诺电力”)为样本，作为电力改革背景下简政
放权的受益企业，今年一季度，这家企业连续竣工两座光伏电
站，业绩斐然。但随着光伏项目部分审批权下放到地方，来自行
政的干预又以其他形式出现，扰乱市场公平竞争。

建建个个光光伏伏电电站站

要要过过多多少少审审批批关关

建个光伏电站

要盖20多个章

力诺电力原本是简政放权的受益
企业，受益于电力改革，过去一家独占
的电力建设垄断局面被打破，从那时
起，靠制作太阳能路灯起家的民营光伏
企业力诺电力成功转型为光伏电站建
设投资商。

2013年3月，财政部停止审批“金太
阳工程”，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对分布式
光伏电站的宏伟蓝图。按照简政放权要
求，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审批权限下放到
了地方，并网申请权限下放到了省级电
网公司。

“这里面，关键就是并网申请，离开
电网支持，不上网的光伏电站就是个摆
设。”力诺电力商务支持部部长宋承浩
说，按照目前中国输配电体制，光伏发
电产生的电力，需要进入电网才能实现
销售，收回投资成本。

审批是松绑了，但建个光伏电站并
不会轻松很多。

以省内项目为例，作为建设方，力
诺电力须向山东省发改委申报，还要
通过项目所在地的发改部门向上一级
申报。待发改部门层层批复后，项目还
要进入安评、环评、水评、灾评、土地审
批和电网审批环节，这会涉及安监、环
保、水利、消防、国土、电网公司等部
门。

“这中间，最难的是土地审批。”宋
承浩说，像刚刚并网发电的高唐时风集
团20兆瓦屋顶光伏电站项目，20兆瓦的
装机容量占用面积34万平方米，因为没
有新占一分地，全部为停车场棚顶和车
间屋顶，所以在土地审批上非常顺利。

“如果这个项目不是建在屋顶，而
是地面项目的话，拿地会相当复杂。”宋
承浩说，土地使用的合法性对项目至关
重要，比如说占用了部分林地，那就需
要向林业部门报批，同时通过规划部门

审核。再加上项目融资涉及银行，施工
牵扯设计单位，获得国家补贴要通过财
政部门，建一座光伏电站至少需要跑十
几个部门。

要盖的章就更多了。
以土地审批为例，据江苏振发新能

源有限公司的陈文彬介绍，申请土地预
审时，国土厅参与的处室包括规划处、
耕保处、利用处、地籍处和执法大队。而
申报项目建设用地时还需提供压覆矿
产评估报告、地质灾害评价书、项目所
在地勘测定截图、土地复垦报告书，还
会涉及地质、勘测等多个部门。

在去年的中国光伏电站年会上，通
威集团副总裁胡荣柱曾炮轰光伏电站
流程复杂，“建个光伏电站要跑各地的
发改委、环保、国土、电力、消防等部门，
要盖20多个章。”

宋承浩告诉记者，很多审批也是必
要的，不能以审批多寡评价好坏。对力
诺电力这类专业公司而言，当前最头疼
的，并不是审批难易，而是各省的土地
指标正在逐年减少。东部省份土地供应
原本就紧张，青海等西部省份也不是无
限供应。正是因为土地的原因，济南最
早只能批复10兆瓦以下的光伏项目，超
过10兆瓦须上报国家。土地指标已经成
为光伏电站建设的最大瓶颈。

别拿银行

不当个“部门”

据宋承浩介绍，“金太阳工程”补贴
方式是“先补后建”，企业在项目竣工前
可拿到70%财政补贴；但如今分布式电
站是“先建后补”，根据企业实际发电量
补贴电费，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垫付建设
费用。

为减轻资金压力，企业大多寻求银
行信贷支持。与国有发电公司相比，民
企很难获得担保支持，只能用项目抵押
贷款。按照信贷政策，企业须先存入
30%启动资金，才能利用项目抵押贷

款。
与手握执法权的行政机构相比，银

行等金融机构往往被视为市场一分子。
而在企业实际经营中，银行以及信贷政
策对企业至关重要。所以，简政放权不
能仅限于机关单位，像银行、电力、石油
等依靠行政力量垄断经营者，也不能成
为例外。

与层层审批相比

企业更怕地方保护

审批权限从中央下放地方的同时，
力诺电力又遭遇来自地方的行政干预。

以河北省为例，该省要求批复建设
的光伏电站必须采购本省企业生产的
组件。目前，组件成本为4 . 4元/瓦，能占
到电站总造价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如
果山东企业中标河北光伏电站项目，就
必须采购河北产组件，而不能自由选
择。

据了解，同样出台类似保护措施的
还有江苏、安徽等地。

除了组件采购上的保护，一些地区
还在财政补贴上给予本地产品更多支
持。像江苏省就在国家上网电价0 . 42元
/瓦基础上，省级财政再补贴0 . 2元/瓦。

“与邻近省份相比，山东并未出台
类似保护本土企业的措施，省级财政对
上网电价也只有5分钱补贴。”宋承浩
说，在周边省份纷纷出台保护措施的情
况下，山东企业非常吃亏。

在国外，有针对中国光伏企业的
“双反”调查，在国内，又有来自各省市
的地方保护主义，其实，它们都是破坏
自由市场的行政壁垒。

对于光伏电站建设领域出现的地
方保护主义，业内早有不同声音。国家
发改委国合中心国际能源所所长王进
就曾提醒，政府正处于体制改革时期，
实行简政放权，光伏项目审批权下放到
地方政府部门，但地方政府仍需要研究
和消化。

本报记者 陈川

“弹簧门”背后

审批思维

根深蒂固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陈川

与企业接触多了，你会发现，
办个企业，搞个项目，“婆婆”太多
了。跑审批，不仅是个体力活，还考
验着企业的生命周期和财务承受
能力。

位于泰安的宝来利来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帮山农大教授创
办的企业，这家企业也是国内最大的
动物微生态制剂产品供应商。这样一
家明星企业新上一个生物项目，光审
批就走了2年，至今尚未动工。

提起这件事，公司负责人无比
心痛：“该发展的时候发展不大，企
业就会走下坡路了。”

早在两年前，济南圣泉集团就
利用玉米芯废料实现了纤维素乙
醇商业化生产。这原本是乙醇汽油
最佳搭档，既节约粮食，减排效果
也明显。但因为迟迟拿不到国家发
改委的燃料乙醇定点生产牌照，圣
泉生产的纤维素乙醇进不了加油
站，更无法扩大生产规模。

省长质量奖获得者——— 山东华
凌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兆波创业
时急需资金，吃遍了银行的闭门羹，
最难的时候，他和妻子连夜向亲戚
朋友借房产证抵押贷款。中小企业
融资难，也是审批难所拖累。

省内一家制药企业的退休干
部告诉记者，上世纪厂里为了研制
某类新药，除了科研人员技术攻
关，重头活是跑北京拿审批。当时，
上海刚刚投产桑塔纳轿车，公司采
购了一辆专门用于京鲁两地跑审
批，专人专车，旷日持久。等几年后
批文拿下来，新药投产，那辆桑塔
纳也报废了。

如今20年过去了，对宝来利来、
圣泉、华凌电缆而言，跑审批尽管
不至于再跑废一辆新车，但仍在承
受审批之累。大量实例证明，落后
的审批式管理思维在20年后仍然顽
强寄生在行政机关里。

李克强在2013年两会上曾表
示，“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
分之一以上的行政审批事项”，通
过简政放权，收窄政府权限，让企
业有更大经营空间，营造更加公平
的商业环境。

要想杜绝“弹簧门”、“旋转
门”，不再按下葫芦浮起瓢，将资源
配置的指挥棒交给市场，需要放的
不仅仅是审批权力，还有各级政府
的“审批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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