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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屏了！”
4月19日，有两条新闻被各大媒体

广泛关注。 一条是女车主在特斯拉展
台维权， 给沉闷的车展增加了别样的
“亮点”。 另一条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所一博士的致谢信， 作者黄国平回顾
自己如何一路走出小山坳、 和命运抗
争的故事，打动了大批网友。

两条新闻看似南辕北辙，却有着
某种有趣的联系。故事的主角都讲述
了自己遭遇的所谓不幸，前者做法浮
夸言辞激烈， 将个体遭遇置于大庭
广众之下， 大多数人看过这场不体
面的闹剧后，可能不屑一顾，有问题
及时解决问题岂不是更好。而后者心
平气和， 将命运中沉重的一幕幕，化
成和风细雨，在云淡风轻中给人莫大
的力量。

“我走了很远的路， 吃了很多的
苦， 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
面前。”

时代红利，国家图强。个体命运转
折的故事其实早就不新鲜了， 也顺理
成章地成为某种大概率事件。 过去40
年， 这样的大概率事件让无数学子和
黄国平一样， 即便家庭生活充满了艰
难困苦， 但依然拥有了改写命运的机
会。他们通过高考从村镇流入城市，从
小城市流入大城市， 完成自我命运的
逆风翻盘，家庭财富的增值和积累，社
会地位的全面晋升。

很长一段时间， 黄国平们的故事
渐渐被疏远，很难被听见、看见，甚至
在一些人眼中难“撞见”。我们被那些
更熟悉的话题所吸引， 比如社会“内
卷”之剧烈、“寒门难出贵子”，原生家
庭的苦与后生的难等等。

舆论的风口浪尖，本末倒置最可
怕。“原生家庭” 这个词被反复提起，
每个人似对此都有话说，随之而来的
是将自己人生中的不完美归结为来
自原生家庭的伤害。关注原生家庭没
有错， 家庭的贫困与苦难藏不住，但
这些并不应该成为一切“不幸”的合
理归宿。

活在当下，就难免困在当下。人生
本就是一个希望连着一个希望， 也是
一个困局接着另一个困局。 原生家庭
确实会在潜移默化中刻画一个人的行
为，塑造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婚
姻家庭观。

关注原生家庭的伤害， 是为了治
愈这种伤害。 让全社会与身在其中的
个体形成合力，去弥补某种缺失，尝试
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进而接受现
实，去搏击命运，去找寻希望。

“真实的自卑，好过虚伪的自信。”
没有人喜欢屈辱的生活， 更没有人喜
欢自卑的感觉。但家境，是一件没办法
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作为综艺节目
《奇葩说》走红的辩手，金句女王傅首
尔曾长篇回应原生家庭的幸与不幸，
对原生家庭的贫困、 自卑直言不讳，
正视所有的艰难困苦，感谢自己坚强
的性格与达观的心态， 最终也能活得
闪亮。

直到今天，我们忌惮所谓的“教
育内卷”，承受各种升学、就业、买房
的焦虑， 举国上下不遗余力地努力
着、改变着的一切，其实是为了下一
代也为了自己。 回归初始无外乎寄
望于， 每个人，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无论起点高低，人生都有真正出彩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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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寒门”，为什么这次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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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围城”：谁来搅动平价上网后的新变局

光伏发电“翻红”

乘着“双碳”目标的东风，光伏发电也迎

来了高光时刻。4月19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就《关于2021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

事项的通知》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2021

年，全国风电、光伏发电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

量的比重达到11%左右，同时首次提出，后续

逐年提高，到2025年达到16.5%左右。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应用市场，我国

光伏发电的新增装机容量和累计装机容量连

续数年均位居世界第一。国家能源局此前公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9.3亿千瓦，占总装

机的比重达到42.4%。

企业闻风而动。4月17日，中国石化副总

裁黄文生便透露，“十四五”期间中石化拟规

划布局7000座分布式光伏发电站点。中石油

也不落后，2018年便开展了光伏加油站的试

点工作，并将加大光伏发电列入公司未来发

展规划。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厦门大学

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分析称：“这

些能源企业之所以往光伏走，唯一的动力就

是‘碳中和’。从壮大清洁能源系统的角度来

看，鉴于核电和水电都有所限制，那么最大的

发展空间就是风电和光伏，企业就需要开始

布局。”

协鑫的进与退

风口摆在那里，行业企业自然也不能放过

机会，它们的目标也已延伸至产业链，协鑫集团

便是其中之一。今年2月1日，保利协鑫决定扩

产，计划旗下的江苏中能的年有效产能正式迈

入万吨级规模。在这之前，协鑫集团也曾有过

一体化布局，即由保利协鑫生产硅料，协鑫集

成生产组件，协鑫新能源负责光伏电站建设、

运营及管理，从而在三个重要环节形成闭环。

如今光伏上游的硅料价格快速上涨也带

来了新挑战。保利协鑫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根荣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在光伏的制造与

应用端，最核心的知识产权和科技研发都在最

上游的原材料领域。在硅料价格疯涨的形势

下，颗粒硅技术有效降低硅料和硅片的成本，

技术创新也成为协鑫的有力竞争因素之一。”

但协鑫集团也曾走过“弯路”。2018年5月，

国家发改委表示要严格限制光伏补贴规模。当

年，保利协鑫的公司拥有人应占利润由19.26亿

元大幅跌至亏损6.93亿元。彼时协鑫发布消息

称，基于企业自身发展进程及行业市场环境变

化，保利协鑫正向轻资产转型，升级为从资产

经营逐步向资本经营及服务输出转型的发展

战略。

协鑫集团走的这条“弯路”，也是当年行

业的一场“地震”。2018年5月31日的政策中，

国家不仅决定减少补贴，还提出控制分布式

光伏的规模。据行业媒体统计，就在“531新

政”出台后半年时间，有638家光伏企业倒

闭，占已注销光伏企业总数的1/4以上。

但这次“断奶”更像是一次成人礼，一批

企业倒下了，另一批企业却成长了。2019年

通威股份、中环股份、隆基股份等光伏企业营

收均破100亿元，其中隆基股份还实现净利

同比翻倍。去年9月，保利协鑫的颗粒硅技术

产业化投产，企业重新开始发力。

平价上网成本之辩

行业洗牌的动力源于补贴的退潮，而补

贴的退潮也意味着平价上网的时代大幕正在

拉开。据了解，光伏发电的平价上网可以简单

理解为即使没有补贴，按照传统能源的上网

电价收购也能实现合理利润。目前我国成本

最低、利用最广的电力来源为煤电，因此光伏

在我国实现发电侧平价的条件可以理解为光

伏发电成本达到煤电水平。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刚刚发布了《关于

2021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稿，2021年起新

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和新

核准陆上风电项目，中央财政不再补贴。

弘扬太阳能创始人刘继茂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在‘双碳’目标上，国家的政策支持

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是需要新能源产业链

的上下协作，由此才能在几乎没有国家补贴

的情况下，共同降本增效。”

不过今年光伏企业的压力除了补贴退出和

上游供应涨价外，更值得重视的是系统成本的

增加。林伯强分析称：“这个成本并不是指光伏的

制造成本，而是指发电、电网以及消费者构成的

电力系统的成本。随着系统成本的上涨，电价却

保持不变，因此企业的盈利难度就越来越大。”林

伯强还表示：“光伏制造成本的降低，一方面是技

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存在企业的恶性竞争。大家

都压低价格，只挣一点点就可以。”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阮航达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催促之下，清洁能源逐渐站上舞台中央，连带着的，

风光发电也走入聚光灯下。4月19日，国家能源局更是首次提出风电、光伏发电量

占比到2025年要达到16.5%左右的目标，重要性不言而喻。

光伏领域正掀起新的发展热潮， 传统能源巨头纷纷跨界来到光伏新能源领

域，多家光伏企业也接连扩大产能。但光伏发电欣欣向荣的另一面，却是大规模

平价上网时代到来的压力。面对补贴几乎全面退出的情况，企业的经营压力有增

无减，如何在新变局中站稳脚跟就成了光伏企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居民四项收入全面增长

今年一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19585元，同比名义增长9.6%，两年平均

增长7.1%，扣除价格因素后，同比实际增长

9.7%，两年平均增长5.2%。从全市居民一季度

收入的构成来看，四项收入实现了全面增长。

具体而言，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

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同比名义增长幅度分别达

到10.5%、15.6%、10.6%和5.3%。

从数据来看，全市居民经营净收入增速

实现领跑。对此，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胡麒牧指出，“居民的经营性收入主要体现的

是居民创业、个体经营带来的收入。经营性收

入在四种收入来源中涨幅最大，说明北京双

创氛围和政策环境较好，双创活动非常活跃；

同时也说明，北京经济的微循环畅通，接地

气，有烟火气”。

“一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同

比增长，对居民收入的整体增长贡献很大。”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晶表

示，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市员

工就业率得到提升，企业员工平均工作时间

较2019年得到增加，工业生产也带动了收入

和企业运营的增长态势。

今年春节期间，受“就地过年”政策影响，

企业开工时间总体早于往年。据对全国近

5000家工业企业开展的开工情况快速调查显

示，调查企业春节期间平均放假天数为7.5天，

明显少于正常年份。另一方面，员工到岗情况

好于往年，调查企业中，近一半企业有超九成

员工就地过年，对生产提振作用较大，反哺了

居民收入的有效提升。

消费价格低位运行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支撑，叠加“就地过

年”等政策倡导，全市一季度消费也逐步走向

活跃。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

比增长24%。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60.3亿元，同比增长31.1%。

“2021年随着我国疫情防控的形势趋于

稳定，居民消费信心得到进一步激发。八大类

支出首次实现去年以来全面推进，其中六类

支出实现两位数百分比增长。”卞晶表示。

去年疫情倒逼线上消费活力得到释放，

一季度全市网上消费格外活跃。限额以上批

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实现网上零售额

1127.1亿元，同比增长38.2%，两年平均增长

26.5%。分商品类别看，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

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

长55.8%、31.4%和22%，两年平均增速均在两

位数以上。

同期，随着疫情防控趋于常态，全市线下

消费同样涨势迅猛。据统计，一季度全市服

务性消费增长18.5%。卞晶指出，春节以来，

全市通过发放餐饮消费券等方式助力餐饮企

业，餐饮企业也采取措施激发市民外出消费

的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消费热情被激活，但

居民消费价格却出现了同比下降。据统计，一

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降幅达0.1%。八

大类商品服务价格实现“两升六降”：除食品

烟酒类、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上涨0.9%和

0.6%外，衣着类、居住类、生活用品及服务类、

交通通信类、教育文化娱乐类以及医疗保健

类价格下降幅度分别为0.1%、0.2%、0.3%、

0.8%、0.6%和0.9%。

“一季度价格数据主要是受去年翘尾因

素的影响。”卞晶指出，下一阶段，随着翘尾因

素持续减弱，服务类项目价格回升，预计二季

度全市CPI将在3月基础上保持温和。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猛增

今年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

长，高端行业和民生领域投入持续加大。据统

计，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8.3%，两年平均增长4.8%。分产业来看，第

一、二、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速分别达到24.6%、

44.3%和16.5%。分行业来看，制造业投资同比

增长5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92%，两年平均分别增长41.8%和67.5%。

高端产业投资热情也得益于全市研发创

新表现活跃。据庞江倩介绍，今年1-2月，全市

大中型重点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同比增长

25.4%，两年同比增长16.1%。其中，中关村示

范区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同比增长

34.1%；中关村企业获得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

长近五成，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近九成。

同期，消费升级以及北京市高精尖定位

带动相关第三产业投资增速逐年上涨。金融

业、文化体育娱乐以及教育产业投资增速也

分别达到7.9倍、25.1%和17.8%。相较而言，市

内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开发等传统项目投资

涨势相对平缓。其中，基建投资同比增长

10.5%，两年平均下降15%；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增长25.4%，两年平均增长8.3%。

“北京高技术制造业投资额度增幅比全

国平均水平高了超过50个百分点，说明北京

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端制造的发展动能是非

常强劲的。”胡麒牧指出，“我们在看到高技术

制造业投资强劲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几个问

题：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完善；京津冀一体化

发展中的产学研跨区协同机制的完善；同时，

也要注意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的技术、数据

等要素市场机制的完善等。”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一季度各产业投资同比增速情况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4.6%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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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开局良好。4月19日，北京市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1年全市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据北京市统计局副局

长庞江倩介绍，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一季度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915.9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17.1%，比2019年同期增长9.3%，两年平均增长4.6%。目前，全市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走向活跃，结合全市高精尖发展定位，

当季固定资产投资中高端产业投资更是涨超九成。经济总体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

高技术制造业

文化体育娱乐

教育产业

基建

房地产开发

92%

25.1%

17.8%

10.5%

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