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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hotovoltaic projects and increasing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clean energy, China 
achieves the goal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hotovoltaic projects, deeply analyzes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hotovoltaic projects at this stage, 
and	puts	forward	scientific	and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photovoltaic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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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通过不断推进光伏项目的发展，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率，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论文重点研究光伏项目建设管理
项目，深入探析现阶段光伏项目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提出科学可行的建议，推动中国光伏产业的进一
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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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12 月 12 日，在国际气候雄心峰会上，国家主

席习近平对国家光伏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指出到

2030 年，中国的风电光伏总装机容量要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

极大程度地减少对能源的使用量，降低碳排放。这是面对气

候变暖而提出的目标，是中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展现大国

风度的举措。12 亿千瓦以上的风电光伏发电是现阶段已有

规模的三倍，将会建成世界最大面积的风电光伏发电规模。

2 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2.1 多层分包
现阶段，中国的光伏项目建设和管理工作主要由项目

业主承包给承包商，后期的施工工作承包商是主要的负责

人。而总承包商又会选择分承包商进行工程的划分，经过一

层层承包之后，就容易导致工程项目施工混乱，出现各种责

权问题和质量问题。

2.2 村民阻工
由于光伏发电项目的规模较大，一般都会选择在占有

大面积土地的地区建设，这就需要与当地的村民进行沟通和

协商。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项目都会出现村民阻工的情况。

造成村民阻工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业主与村民之间的钱款问

题没有解决好，业主在进行土地使用权承包的过程中给出的

承包金较少，或者承包的过程中由于协议、合同的不完善，

村民后期涨价，导致两方之间产生矛盾，影响了项目的顺利

开展。

2.3 征地手续耗时较长
中国的土地管理办法比较复杂，因此在进行土地的承

包过程中需要许多程序，导致业主征地耗费的时间较长，影

响了施工的效率和进度。在 2020 年新出台的《土地管理法》

中，用地报批的程序有了新的要求，业主需要多个方面的程

序才能拿到征地的许可，征地流程复杂，耗费时间长，导致

了项目无法顺利开展。

2.4 施工队伍技术力量十分薄弱
光伏发电项目是一种依靠科技发展起来的产业，在建

设和管理过程中，对技术的要求很高。但是在现阶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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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工程的施工队伍中，掌握较高技术的专业人员较少，技

术能力薄弱，施工方和业主在聘请技术人员方面的重视度较

低，投入的资金较少，导致工程施工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技

术上的不足，在后期验收的阶段，甚至忽略了这些问题，导

致了光伏项目施工和管理质量严重不达标。

2.5 施工队伍民工人数不足
在现阶段，中国光伏工程施工队伍中，主要的组成人

员是民工，但是由于项目层层的外包和疫情的影响，许多工

程的施工人员不足，民工在工地工作的时间短，土建、电气

等方面的民工供给不足。同时，许多民工在施工的过程中，

存在着不规范的线下，导致施工的质量也受到了影响。

2.6 设备缺陷问题
在施工的过程中，设备的采购主要由 EPC 总包方负责，

但是，总包方在购买设备的时候投入资金少，对设备了解程

度较低，导致设备的质量和安装都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许

多设备无法满足施工的需要，质量水平不达标，甚至出现了

危害安全的情况，降低了整体施工质量。

3 解决方案

3.1 解决层层分包问题的措施
第一，要想提高光伏项目建设管理水平，首先要解决

的就是层层分包的问题，要重视对分包工作的规范化，在签

订合同的过程中按照严格的要求，制定出具有法律效果的、

科学的、合理的合同，将分包商的责任、施工方式、时间等

明确在合同中进行规定，保证在后续施工的过程中有制度进

行保障 [1]。

第二，2018 年中国提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

量安全监管司 2018 年工作要点》中对承包商的责任进行了

明确的规定。承包商必须高度重视施工项目的质量，实行终

身责任制，每个承包商要签署相关的责任书，保证在设计、

建设、检验的过程中责权明确，严格要求工程的质量和施工

的效率 [2]。

第三，对施工队伍进行严格的审查，制定出完善的队

伍管理制度。相关部门要对承包商队伍人员的技术水平、管

理水平等进行考核，明确施工人员所属的承包单位，严格打

击层层分包的现象，确保施工队伍是由总承包商管理的。

第四，为工人工资的发放提供保障。相关部门要对承

包商进行约制，合理介入工资发放的环节，要求承包商将一

定额度的工资汇入银行进行保存，从而保证工人的权益。

3.2 解决村民阻工问题的措施
①政府发挥自身的作用，发挥监督业主与村民的责任。

②承包商要主动依靠政府，在签订合同、建设施工的

过程中积极与政府沟通联系，关注政府发布的各项通知与政

策，遵守规章制度，从而进一步争取政府对工程的支持。在

进行项目建设的时候，要坚持绿色环保的理念，要符合政府

提出的环保制度，减少施工污染。

③承包商要和当地的村民积极沟通交流，向村民传输

光伏项目的知识，帮助其了解光伏项目对环境的作用，从而

降低村民的抵抗意识。

④当村民阻工现象已经发生时，承包商要正视问题，

积极解决问题，了解村民阻工的原因，及时与村民沟通交流，

尽量自我解决问题。如果问题难以私下解决，可以联系村委

会以及当地政府，从而保证项目的顺利开展。

3.3 解决征地手续耗时较长问题的措施
解决征地手续繁杂，耗费时间过长的问题就要从自身

做起。业主和承包商要主动学习相关知识，了解国家政策，

在办理手续之前将所有需要的材料准备好，在相关部门进行

深刻的过程中主动配合，提高自身业务能力，从而减少办理

手续所消耗的不必要的时间。

3.4 解决施工队伍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的措施
第一，在构建施工队伍时，首先对队伍人员的技术能力、

工作素养进行审查，施工单位和业主可以共同安排考核，排

除能力不过关的人员。另外，对队伍中的人数进行科学的安

排，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少，保证队伍建设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第二，施工队伍的人员配置要具有持续性，队伍人员

在开始施工之后，主要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不可随意进行

改变。

第三，负责监督管理的部门要对每一个施工环节进行

检测和验收，当施工质量达标之后才能开展下一阶段的施

工，在这个过程中，验收和监督部门必须切实发挥自身的作

用 [3]。

第三，业主、承包商等部门的主要人员要始终坚持廉洁、

负责的品质，在施工之前签署保证书。

3.5 解决设备缺陷问题的措施
承包商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监督能力，在采

购设备时对设备的质量进行检查，在安装的过程中，提高安

装人员的专业能力并且安排技术人员对设备的质量和安装

情况进行检验，在安装之后，要对设备进行验收，保证设备

的质量。

4 结语

通过上述研究可知，中国在光伏项目工程方面还需要

长期的发展，要重视对工程的管理工作，不断提高施工的质

量和效率，提高技术水平，并且在不影响施工质量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从而为中国光伏产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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