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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下，中国新能源光伏发电行业已迈入“平价上网”阶段，新能源补贴力度有所下降，作为光伏发电投资企业，

要想增强自身的经济效益，必须提高项目建设管理水平。论文由当前项目建设管理模式的改进层面出发，由商业模式、项目

管理控制、战略角度等方面增强自身的管理水平，尝试提出一套全新的项目建设管理模式。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China’s new energy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affordabl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the new energy subsidies have decreased. As a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investment enterprise, in order 
to enhance its own economic benefits, it must improve the level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ode, this paper tries to put forward a new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ode by 
strengthening its management level from the aspects of business mode, project management control, strategic perspective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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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光伏发电站建设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态

势，项目建设管理模式得到了一定健全，但仍存在不同程度

的问题。有些投资者对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

够，在光伏发电站项目建设前期，通常忽略了整体规划，导

致错失战略先机，同时缺少项目建设进度、安全、质量等方

面的保障，从而影响整个项目建设管理的效益。所以，亟须

对新能源光伏发电站项目建设管理予以完善，深化从业管理

人员对项目建设的认识，做好项目建设管理工作，进一步巩

固新能源光伏发电站项目建设的质量。

2 新能源光伏发电站建设项目的现状
当前，中国新能源光伏产业迈入快速发展时期，“光

明工程”“送电到乡”等项目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光伏发电产业的发展。由 2021 年全年来看，中国光伏

发电新增并网容量约 5488 万 kW，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

2560.02 万 kW，分布式光伏发电站 2926.5 万 kW[1]。为了推

动这一项目的顺利实施，国家先后颁布了《太阳能光电建筑

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

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政策，由技术、安全、

质量、项目等层面入手，对具体的管理要求进行了明确，并

为大规模发电项目的并网奠定了基础 [2]。

由新能源光伏发电站的发展历程上看，具体建设现状如

下：第一，项目建设的投资额较大，相较于能源行业的其他

建设项目，光伏发电站项目的投资额较大，哪怕是比较小的

20 MW 光伏项目，也需要至少 1 亿元的资金。第二，发电

单位成本较高，建设项目的收益仍依赖可再生能源补贴，在

行业发展初期，该项目主要依赖可再生能源补贴，截至目前，

部分项目的发电成本与用户的电价基本持平 [3]。对于光伏发

电站建设行业的发展史而言，它和国家颁布的相关行业政策

有一定关系。因为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缺口持续增加，平

价上网是大势所趋，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导致投资商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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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发电站的建设周期、成本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项

目建设周期较短，建设地点位置较偏，再加上土地使用量较

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施工作业面的协调难度。

3 新能源光伏发电站建设项目建设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
3.1 对建设管理工作的战略性认识不够

对于光伏发电站建设项目的参与者而言，通常简单地理

解光伏发电站建设系统构成的工艺简易性，忽略了建设管理

在项目实施中的重要作用，未能对商业模式、战略模式等实

施优化，从而忽略了建设管理在工程项目实施中的价值 [4]。

针对很多新能源光伏发电站企业而言，它们存在的共性问题

是对建设管理工作的战略性认识匮乏，盲目注重项目的“大

干快上”，缺少对整个项目投资的统筹规划，未能组建专业

化的技术团队，没有合理分析项目实施的投资效益，导致新

能源光伏发电站的开发效率不高，目前光伏行业所遇到的瓶

颈也揭示了这一问题。针对光伏发电站建设项目而言，由于

开发阶段、投资阶段各自分离，导致项目的建设管理缺少连

贯性，难以实现项目投资商的战略思路。

3.2 建设管理方式相对粗放
新能源光伏发电站的建设管理方式较为粗放，对于前期

工作的实施而言，未能和后期的实施情况统筹起来，难以充

分发挥预算管理的引领性价值。新能源光伏发电站审批主要

实施发展和改革部门备案制，很多光伏发电站项目的前期工

作都很粗放，有些小型企业为了缩减前期工作的成本和时

间，在制定项目投资目标时，对项目建设所耗费的预期成本、

项目的预期收益等并未进行科学评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后期预算管理工作的实施。针对这种情况，导致建设管

理工作缺少和项目管理过程的相契合，造成建设管理脱离实

际，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5]。对于实际投资方而言，他们只

能在利用交易等手段才能获取项目，进一步实施相关的预算

管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实际施工工期，从而造成

质量、成本、安全、进度等不可控。

3.3 对建设管理的认识出现偏差
在新能源光伏发电站的实际建设中，很多人都认为工程

项目的建设管理只是对工程造价的管理，甚至误以为只要做

好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工作便能实现预期的管理目标，所

以，对于建设管理工作而言，主要是对工程造价进行压缩，

其中，低价中标成为选择工程承包商的唯一方式。但是，除

了工程造价外，在项目建设管理中，还需统筹考虑项目工

期、安全管控、质量、资金使用方式等因素，只有选择科学

的资金模式，打造收益稳定、符合建设标准的光伏发电站，

才能有效实现预期的建设管理目标。同时，对于部分企业而

言，它们把预算管理和项目建设管理过程分离开来，导致资

金、成本管控和项目实践相脱离，造成项目建设管理实效 

不高。

3.4 建设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不足
第一，建设管理的实施标准化程度不够，信息化水平普

及率不高。对于预算编制、预算下达、预算执行、过程反馈

而言，均缺少相关的标准化制度和体系，导致编制前的数据

信息化采集水平不高。第二，相较于传统建设行业，新能源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在技术、融资层面等发展速度较快，信息

的有效性时间不长，这对投资商、建设商的建设管理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即相关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融资、战略

管理等能力，做好整个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

4 项目建设管理在新能源光伏发电站的应用
路径
4.1 重视项目建设管理方案的设计，持续优化项目

设计
设计方案作为整个项目建设的关键，科学把关项目建设

管理，直接关系到整个项目的运行和实施。作为项目决策者

和管理者，必须重视项目建设管理方案的设计，根据项目投

资主体的战略要求，结合周边环境、项目建设要求等实施具

体研究。对于设计人员而言，要开展实地考察，聘请专业的

勘测人员依据 1 ∶ 500 的比例对地形地貌进行勘测，进一步

增强设计方案的精确性。同时，在设计项目建设管理方案时，

要依托先进技术的优势，对设计方案的可行性进行验证。另

外，还要做好和施工单位的沟通工作，做好设计方案会审工

作，使施工单位对设计方案中的建设难点有一个更好的了

解。根据设计方案中的安全实施开展专项沟通，对设计方案

中的危险源进行全方位的识别，看设计方案能否有效规避其

中的危险因素，对其进行科学改进和优化。

对于新能源光伏发电站项目而言，它们对项目场地、周

边环境的要求较为特殊。针对大多项目投资主体而言，它们

最先考虑的是建造成本，再加上项目场地的需求局限，通常

会把项目建设在比较偏远的区域。由于偏僻区域的管理有

限，再加上地势地貌条件较差，所以很容易受到场地因素的

局限，从而诱发质量问题。伴随新能源光伏发电站建设的发

展，不管是支架系架，还是电气系统，在偏僻地区未能有效

适用，甚至由于地形地貌的差异，无形中增加了安全方面的

风险。如果出现不可抗力事件，则会导致严重后果。所以，

针对各类地形地貌，必须要由支架系统到各个系统予以有针

对性地优化，以此保证发电系统的安全性，进一步推动建设

项目的可持续管理。

4.2 贯彻落实项目建设的过程管理
在新能源光伏发电站项目实施前，参建方必须参与项目

建设管理的整个过程，营造良好的管理氛围，确保新能源光

伏发电站建设工作的顺利实施。在这个过程中，参加方要根

据业主要求，进一步推动各项管理工作的开展。在建设项目

完成前，参建方要结合项目运行做好竣工验收工作，以此强

化对项目的控制管理。对于项目建设管理人员而言，理应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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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各项要素的整合工作，结合项目建设目标，全方位解决项

目建设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达成预期的项目建设管

理目标。在这个过程中，相关人员要做好各种资源的复核工作，

制定紧急资源应急预案，进一步提高项目建设管理的效果。

对于施工人员而言，他们主要负责不同工序单元的策划实施

工作，在材料、设备入场环节，工作人员必须做好安全管理

方面的工作，严格检查设备的指标参数，防止在二次搬运中

出现损坏情况。另外，要确保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贯彻好

各项保护措施，以此增强项目施工的安全性。在项目建设管

理过程中，建设方要及时处理不合理的问题，防止施工过程

中风险的增加。除此之外，对于相关工作人员而言，必须要

做好项目实施过程的记录工作，便于管理人员更好地对项目

建设过程进行调整，确保后续项目检验工作的顺利实施。

4.3 健全项目建设招投标制度
工程项目投标作为一种极具竞争力的采购方式，能实现

工程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中国国内工程建设中得到了普遍应

用，这为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持。在工程项目的

招投标过程中，业主需要在公共平台中颁布相应的投标要

求，结合法律规定，选择更具施工能力的中标单位，利用招

投标这一方式为业务筛选供货商，做好资源的优化配置工

作。在新能源光伏发电站项目建设前，必须对项目的实践情

况有一个深入了解，通过对施工现场的细致考察，了解当地

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建立健全招投标方案。在施工单位

的选择方面，要对其信誉度进行统筹检查，做好施工方的

协调工作，对周期、报价等进行全方位把关，防止出现恶性

竞标的现象，确保新能源光伏发电站项目施工工作的顺利实

施，保证项目在有限期内完成。针对后续施工所需的器械设

备、施工材料，投标方要做好产品质量的把控工作。

4.4 提高建设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项目建设质量和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息息相关，在做

好建设管理的过程中，要强化对施工管理人员的技术培训，

增强其专业化水平。所以，在实际工作中，要侧重培养施工

人员的敬业精神，强化对这方面的管理，防患于未然，切实

确保项目建设的管理质量。建设单位要对不同岗位、不同阶

级的施工人员实施有针对性地培训，做好考核和模拟训练工

作，进一步提高工程项目的建设管理水平。

总之，新能源光伏发电站的发展潜力较大，深受世界各

国的广泛关注。在中国，新能源光伏发电站这一行业仍处于

初级发展水平，在具体的建设管理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所

以，项目建设方必须做好管理工作，增强新能源光伏发电站

的建设效果，以便实现预期的建设目标，做好电力资源的供

给工作，满足居民用电方面的需求。同时，项目建设各方要

积极参与全过程管理，持续积累管理经验，增强新能源光伏

发电站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为电力能源供给

结构的持续优化提供有力支持，进一步推动电力产业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除此之外，还要严格管控投资成本，做好建设

项目的维护工作，持续提高中国新能源光伏发电站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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