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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起，晶澳智慧能
源、隆基绿能、天合光能、正泰安
能等多家光伏行业头部企业纷
纷推出“光伏贷”相关产品和服
务。巨头的集体进场，让饱受争
议的“光伏贷”再次成为焦点。

事实上，“光伏贷”并非新事
物，几年前在全国各地就有推
广。有农户称这个项目成了他们
无本收息的理财利器，但也有农
户抱怨“光伏贷”让自己跳入陷
阱，悔不当初。

同样的“光伏贷”，为何却是
不一样的口碑？

有人月入好几百元
光伏贷成理财帮手

前几天，山东聊城的网友小
星晒出自己用光伏发电稳定获
益的理财故事。去年，他申请了
20 万元光伏贷，在家里闲置的
一处农村院子建起了光伏电站，
目前已经运行一年时间。

小星晒出的今年 6 月光伏
电量电费总明细显示，当月总发
电量为 8080kwh，上网电费是
3190.79 元，补贴电费为 242.40
元，电费收益一共是3433.19元。
扣除2700元月供，6月份他赚了
700多元。

当然，由于日照条件的差
异，并非每个月都能收入这么多
电费，有时候还会赔些钱。比如
今年 1月份就只发了 3000多度
电，五六月份入夏之后，日照时
间变长，发电量才大增到 8000
多度。

不过，小星说，过去一年平

均下来每月能有 3000元左右的
电费收益，可以覆盖银行月供。

“用 8年的时间，把贷款的钱还
了，以后不管发多少电，收入就
全是自己的了。”对于未来，小星
充满期待。

浙江的网友陈女士表示，家
里用光伏贷装了电站，“夏天能
赚点儿，但是感觉差不多刚好能
还上贷款。”当然几年之后贷款
还完，发电的收益就成为陈女生
家的净收入。在她看来，这才是
光伏贷的最大价值所在。

有人大呼上当受骗
皮包公司卷款跑路

与此同时，却有不少农户反
映落入“光伏贷”的骗局。去年年
末，媒体就曾报道福建农户李先
生的遭遇。

李先生从新闻上得知光伏
发电是高科技，有前景，所以当
业务员拿来厚厚一摞合同时，他
都没怎么细看就签了字。第二
天，销售人员和信用社的人上门
来给李先生办了 20 万元的贷

款。
半年后，李先生觉得情况不

妙。每月发电量带来的收入根本
就偿还不了贷款，他不得不自己
另外转账还贷。业务员当初打包
票的“光伏板发电足以覆盖贷款
利息”，“即使遇上天气不好的时
候，发电量不足，公司可以补偿
差价”等承诺，几个月后就不再
兑现，一打听才知道光伏公司的
老板跑路了，业务员不知踪影。

安装第一年，李先生倒贴
2000元；第二年，倒贴 4000元，
第三年估计至少要倒贴 5000
元。除贷款本息要偿还外，还有
杂七杂八的维修费，每年上千
元。因为光伏公司的人跑路，李
先生只能自认倒霉，怪自己轻信
业务员的忽悠。

李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有
些地区甚至已经对光伏贷“谈贷
色变”。今年5月16日，陕西省三
原县政府发布关于整县推进屋
顶分布式发电试点县项目有关
情况的公告。公告称，“据其他省
份反馈，在整县屋顶分布式发电
试点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一
些外地光伏皮包公司打着发展

光伏发电的旗号，以帮助农户解
决建设光伏发电资金为由，游说
农户进行光伏贷，贷款一批下来
卷款跑路，造成产权不清，售后
运维无人管理，安全隐患无人承
担，正常运行无法保证，后期贷
款无法偿还，蒙骗农户掉进‘光
伏贷款骗局’的现象。”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现有三种盈利模式

一边是有农户因光伏发电
获得实惠，一边却有农户在安装
设备后直呼上当受骗。为何会出
现如此大相径庭的境遇，这一切
还要从屋顶光伏发电的赚钱模
式上说起。

据了解，分布式户用光伏系
统需要把光伏板等设备安装在
屋顶上接受光照。国内拥有独立
屋顶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因
此农户成为户用光伏最大的目
标群体。农户如果想利用自家屋
顶发电赚钱，一般有三种经营模
式。

第一种最简单，就是自己掏
钱买设备安装，发电的收益都归
自己。一般5年至8年回本，如果
光伏电站正常使用 25年，后期
收益全是净赚。但是这种模式会
让农户在初期承受较大资金压
力，适合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

第二种模式是出租屋顶，农
户不赚电费，只收租金。一般合
同还会约定，若干年后，这套设
备归农户，如果设备到时还能正
常发电，农户就赚了。

第三种是“光伏贷”。农户以

自身名义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
款建设电站，光伏企业负责设备
安装、运维，电站所有权归属于
农户。在贷款年限内，电站收取
的电费多用于还款付息，贷款还
完后，电站收益全部归农户所
有。

最好不要盲目跟风
出租屋顶更稳妥

多名业内人士指出，所谓
“光伏贷骗局”，只能说是骗子利
用了光伏，并不是说光伏贷本身
是一个骗局。

从事过光伏贷业务的银行
资深人士刘先生表示，前些年见
过许多不正规的、做中间商的企
业，利用农户对光伏知识了解较
少，看不懂合同，把光伏贷吹得
天花乱坠，诱导农户以自己名义
来贷款。一旦皮包公司卷款跑
路，发电站收益不够偿还贷款，
农民就得自己补齐缺口，如果农
民没钱偿还，银行也会产生烂
账。

“光伏本身是好的，但是早
些年骗子和不规范的公司也的
确多。为什么房子和车子不容易
玩这种骗局呢？因为价格相对透
明。光伏门槛比较高，一般人不
懂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符合国
家政策，容易讲故事。有些骗子
公司可以农户银行两头骗。”刘
先生如此分析。

刘先生认为，如果搞不懂这
些问题，农户最好不要盲目跟风
办理“光伏贷”，出租屋顶更稳
妥。 据《北京青年报》

“光伏贷”：理财利器还是骗局陷阱？
有人月均净收入几百元 有人发电收益不够偿还贷款

根据 2021 年发布的《2020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
况研究报告》，2020年，我国未成
年人网民达到1.83亿人，互联网
普及率为94.9%，比2019年提升
1.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互联网普
及率 70.4%的水平。小学生在学
龄前首次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达
到33.7%，而且逐年呈上升趋势。

可见，青少年如何正确地使
用网络，家长、学校、社会如何管
理、引导青少年上网，都应成为
社会各界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现
实问题。

青少年
正在“占领”网络

不久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一些地方的中小学线下转线
上教学。每当一座城市发布与学
校相关的通知时，都会引起网友
们对于“返不返校”的吐槽和讨论。

当所在城市通知线下复课
时，张晴(化名)忍不住在网上有感
而发：“太好了，终于等到返校这
一天了。”张晴的孩子上小学一年
级，前段时间孩子在家，让张晴这
个双职工家庭“增添了不少压力”，
如今终于可以把孩子送回学校了。

发送完这条网络动态，张晴
跟网络上一些“志同道合”的网
友们聊了许久。突然，网络平台
推送给她的消息渐渐变成了“求

反转”“有没有可能不返校”“不
想返校”……

“我觉得挺奇怪，哪有家长
不想返校呢？”点进去一看，张晴
才明白，这些不愿返校的帖子全
是小学生、中学生自己发的。一
听到返校消息，习惯了居家生
活、担心学习和考试压力的他们
纷纷在网络上抱团、吐槽。

“以前，我理所应当地认为
网络上大家都是成年人，结果那
天一看，原来网络中的‘朋友’

‘姐妹’还有这么多是孩子。”张
晴说。

另据《青少年蓝皮书：中国
未 成 年 人 互 联 网 运 用 报 告
(2020)》，我国未成年人的互联网
普及率已达 99.2%，远远高于我
国总体的互联网普及率 64.5%，
未成年人首次触网年龄不断降
低，10 岁及以下开始接触互联
网的人数比例达到78%。互联网
在娱乐、学习、社交等方面对未
成年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
影响。

认知行为能力高
印象管理能力低

作为当下网民群体不可忽
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
的网络素养如何？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
播学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

中心发布的 2022年青少年网络
素养调查报告显示，青少年网络
素养总体平均得分为3.56分(满
分5分)，略高于及格线，有待进
一步提高。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
能力维度得分最高(3.93 分)，网
络印象管理能力维度得分最低
(3.03分)。

具体来看，女生在上网注意
力管理能力、网络价值认知和行
为能力几个维度的表现相对较
好。男生在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
能力方面表现相对较好。随着年
级升高，初中生和高中生网络素
养水平分别升高，但高一学生最
低。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显示，
每天平均上网 1小时-3小时的
青少年网络素养水平最高。随着
每天上网时长的增加，青少年网
络素养水平逐渐下降，上网注意

力管理能力、网络价值认知和行
为能力素养随年级升高而降低，
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素养随年级
升高而升高。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
究院副院长董艳认为，小学生应
当从三年级起具备 4个网络素
养。“一是要有敏感的、敏锐的、
正确的信息意识；二是计算思
维，遇到问题不要先慌乱；三是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能力；四是
要有信息社会的责任。”

“面对未来，每一个青少年
会面临 3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真
实的、客观的外在环境；第二个
是不断丰富的互联网世界，是虚
拟符号的世界，但我希望它更代
表每一个孩子通过用互联网互
动构建的内在知识体系，构建的
内在信念体系，构建的内在你跟
别人的关系体系；第三个世界是

孩子的心智世界，这是更需要大
家去呵护的。因此，我们要让孩
子成长得更健康、更有力、更有
鉴别力、更温暖，才能让他们在
未来社会里发一分光，发一分
热。”董艳说。

青少年网络行为管理
不是“收手机”这么简单

“近年来，青少年遭受电信
诈骗、不良信息影响、个人隐私
泄漏、网络沉迷成瘾等事件时有
发生。从层出不穷的典型事件来
看，青少年权益被侵害已经扩大
到网络空间，影响深远。”中国网
络安全协会副秘书长赵宏志认
为，虽然我国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不断提升，但在青少年网络保护
方面仍存在很多的空白，监管对
象多针对互联网行业，对家庭、
学校及社会及其他主体责任、规
范不明确，互联网行业自律还处
于探索阶段，多是迫于媒体和公
众的压力采取的危机公关行动，
未能形成统一有效和长期持续
的行业标准和规范。

规范青少年的网络行为，防
止青少年健康成长受到侵害，不
仅仅是靠“收手机”“卡时间”等
技术限制那么简单。除了保护和
规范，青少年还需要通过引导和
教育树立全面的网络素养。

据《中国青年报》

当青少年“占领”网络

家长、学校和社会怎么管，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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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解决哺乳期奶少，堵奶，乳腺管
不通畅，清水奶，大小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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