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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正泰山西大同采煤沉陷区国家先进技术光伏

示范基地5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并网发电，该项目由浙

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同市正泰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位于大同市南郊区云冈镇，紧

靠著名旅游景点“云冈石窟”，建设容量50MWp，年发

电量达到6900万度，是光伏示范基地6个“领跑者计划

＋新技术、新模式示范项目”之一。与其他“领跑者”

项目开发商不同，正泰集团是国内最早实行横向整合的

光伏企业，从光伏电站投资、光伏全套设备供应，到

EPC形成了基本闭环、可控的光伏全产业链。正泰无可

比拟的系统集成优势，可以最大程度地控制成本，提高

系统匹配度，提供最便捷的运营维护。对此，本文针对

项目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管理经验进行总结，从而为同行

提供参考。

1　项目设计阶段
一座优质工程就好像一块好的天然玉石，经过精心

设计、精雕细琢才能成为一件优秀作品。光伏设计必须

经过反复论证、精细设计才能建造出优秀项目。

优秀项目与好设计密不可分。设计图纸是“纸上谈

兵”，“纸上谈兵”在这里不是寓意不切实际。设计得

当能使工程省时、省力、省钱；设计不当，施工中拆

改、返工、造价控制不住。大同项目作为领跑者项目，

对使用技术的先进性、设计理念的前瞻性要求较高，为

体现项目“领跑者”精神，肩负着正泰项目模式创新、

技术创新的使命，保证正泰大同光伏项目优秀的设计，

公司技术人员协同上海电力设计院各专业设计人员多次

现场测绘、踏勘，多次组织设计方案论证会议；考虑到

很多新技术未得到成熟应用，公司技术人员多次去多家

厂家调研论证，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最终确定项目设

计方案；项目从构思、确定方案到体现在设计图纸上，

无不体现项目“技术先进性”领跑者特性。现项目已按

设计建成，新技术应用的光伏电站项目源源不断稳定地

向电网输送清洁能源，心中成就感油然而生，回顾项目

设计历程，其主要取得以下经验：

1.1　创新设计方式

大同项目为煤炭沉陷区，项目前期的地块稳定性分

析报告显示正泰大同项目所处地块为煤炭采空区，主要

涉及侏罗系的5个煤层，煤层累计采厚达10m以上，采深

90～420m，采煤沉陷区会产生一定的地表破坏、移动与

变形，对该区域内的光伏组件基础、电缆埋设、逆变升

压房基础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采用光伏常规项目的支架

形式及基础形式势必会带来较大的安全隐患，难以保证

电站生命周期内的设备安全。对此经过与设计院一起多

次论证，考虑短支架、增基础、箱变现浇基础等方案减

少地块沉陷对电站的影响。

1.2　加强协调工作

正泰大同项目用地紧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项目地块分散、地形起伏大，坟头较多，拆迁难度大，

政府提供原规划地块不足以满足50MW的规模，实际地势

地貌仅有35MW的规模，需在规划地块外寻找新增土地，

大同市政府和大同发改委积极参与，为企业排忧解难，

发挥“大同模式”的优势，基地办为了项目圆满完成，

加班熬夜放弃周末多次协调村镇完成租地工作，同时进

行优化项目设计方案、减少土地占用。

1.3　大胆引入新技术

正泰大同项目设计方案类别多、设计任务重。为保

证项目新技术的领跑性，该项目从整体设计、设备选

型，到智能运维，融合了各种优秀技术，最大程度地提

高电站效率，包括采用320W转换效率超过16.5%的多晶

硅光伏组件、带直流拉弧检测智能汇流箱、集散式逆变

器、高效逆变器、非晶合金低损耗变压器、单轴自动跟

踪系统、智能化运营监控系统等，该“领跑者项目”

要求多晶硅组件效率大于16.5%，逆变器最大效率大于

99%，该次设计满足甚至部分超过了领跑者项目要求。

1.4　严把质量关，控制项目风险

考虑到很多先进技术，市场上还未得到成熟应用，

公司技术人员多次与厂家沟通交流，通过调研论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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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分析，确定各个设备技术参数、使得设备适应大同项

目地实际情况，通过编制技术协议、测试方案，严把质

量关，降低公司新技术使用风险。

2　工程招标及设备采购阶段
招标是“货比三家”，是引入竞争机制，优化施工

单位、节约投资、保证工期的有效手段，同时有保护我

们建设单位管理人员的作用，应当充分重视。建设项目

招投标的内容很多，除设计、勘探、监理招标外，主要

是工程总承包单位的招投标，其次分包单位、设备、材

料招标等，一项工程要多次招投标；正泰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具有“电力工程总承包叁级资质”，自主进行项

目总承包管理，下面主要就施工分包单位以及设备供应

体系管理的一些内容总结：

2.1　不断完善招投标制度

（1）根据本光伏工程建设地点、工程特点，拟定

参加投标的施工单位资质等级，要求投标单位有类似工

程施工业绩；（2）通过当地建设主管部门或网络了解

参加投标的施工单位信誉有无不良记录；（3）组织对

参加投标的施工单位进行考察，考察内容为已建成的工

程实例，体验工程观感效果并征询建设单位对施工单位

的意见；（4）在编制工程招投标文件时，要求报价和

工期合理，避免投标单位以低于成本价竞标和承诺不合

理工期。该类施工单位往往会在进场后以亏损等理由降

低工程质量和拖延施工周期；（5）一个集团公司只允

许一家分公司参与投标；（6）投标单位应向招标单位

缴纳投标保证金，以保证招投标工作过程正常进行，减

少随意违约；（7）评标工程建设单位尽可能派人员参

加评委会；（8）设备、材料招标时，必须要求提供技

术协议，技术协议尽可能详实，至少含有产品材质、规

格尺寸、性能、检验报告等内容，最好能提供样机或应

用案例协调技术人员进行实地考察。

2.2　构建设备供应商管理体系

（1）对供应商考评，采取量化评价的方式，全面客

观地反映供应商生产规模、制造能力、供货能力、备件

质量、服务技能等各方面情况；（2）增加长期合作供应

商，建立完善机制，从源头到产品形成完善供应链，在

实际采购过程中进行检测和工艺分析，保证产品质量；

（3）实时跟踪市场价格（如铜、铁、硅等），对采购

价格实施动态管理的设备进行市场考察和业务分析，在

招标、询价、谈判时进行分析和控制；（4）估算产品和

服务成本时要求明细，与供应商一起寻求降低大宗材料

成本途径，同时了解同行伙伴的优势，从供应商自身结

构、技术、管理等方面入手找到方向，领跑行业先机；

（5）加强供应商考察，积极组织技术交流，前期谈判就

将产品生产工序及时间明确，进行驻厂监造，并制定预

防措施、质量管理、违约处理等相关资料。

2.3　施工过程管理阶段

施工单位进场后，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单位向施工

单位进行施工图交底，由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提出问

题，设计单位应书面给予答疑，答疑文件是施工依据，

与图纸有同等效果。施工单位进场后，应向建设单位和

监理单位提交《施工组织设计》，《施工组织设计》的

主要内容是根据本工程建设场地以及光伏施工的特点安

排的施工计划，包括质量保障措施、工程进度计划、施

工人员、材料供应、施工机具、安全防护、环境保护、

冬季施工措施等。

工程开工建设前夕，应当报当地建筑行政管理部

门，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3　质量管理：控制施工工艺、材料检验、隐
蔽工程

质量管控放到项目管控的最重要位置。针对该问

题，主要采取以下四方面的措施：（1）施工单位要根

据施工需要的总平面布置图的要求来进行临建设施布

置，设备和材料规格要符合设计要求。对设备要实行开

箱检查，其说明书等资料都要齐全，做好施工的记录工

作和完整试验记录；（2）控制进入施工现场的原材料

源头。钢筋与钢材进场时，材料的品种、规格、级别以

及数量符合设计的要求，并遵守国家现行的相关标准，

抽取试件去进行力学的性能检验，材料的质量要符合相

关的规定。水泥进场时，检查水泥的品种、级别、散装

或包装的仓号、出厂日期等规格，并要对水泥的强度、

安定性和其他重要性能指标实行复验，质量要符合现行

的国家规定。模板及其支架要具备足够的承载能力、刚

度及稳定性，可以可靠地承受住浇筑混凝土的重量、侧

压力和施工的荷载；（3）对钢支架安装、电缆接地埋

设、汇流箱安装等方面，重点控制钢支架的垂直度，钢

支架与埋件焊缝的饱满度。接地主要是埋深度、焊接焊

缝的饱满度以及焊接；（4）自始至终做好资料的收集

和整理保存，为竣工验收做好基础。

4　加强资金控制
光伏电站建设工程相比其他工程建设项目而言，其

突出的特性是建设周期短、资金投入大。一个看似很小

的不合理因素可能会导致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建设资金

的浪费。资金的使用要先紧后松、从前而后。

5　结语
2013年以来，光伏电站的建设呈现爆发性、粗放性

增长，但随着光伏政策的缩紧，光伏电站的建设和投资

亦会越来越精细化，大同项目作为国内第一个领跑者项

目，提供了光伏行业先进技术的应用平台，引领国内其

他光伏电站的建设，大同正泰领跑者项目的成功实施，

为正泰新能源公司后续的光伏项目实施奠定了基础，指

明了建设方向。正泰新能源公司将继续秉承脚踏实地，

低调务实，认真进取，创新发展的态度和作风，在光伏

行业内精耕细作，努力前行，成为真正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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