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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纳难是新能源发展的阵痛
——专访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能源经济专委会主任委员 周大地

文 / 本刊记者 杨青

《国家电网》

我国的弃风现象首现于 2010 年，随

后从零星现象快速扩散。数年过去了，

弃风问题依然存在，并在2015年加剧，

在一些新能源大省，弃风还叠加弃光

的现象。在您看来，这一现象的主要

原因在哪里？ 

周大地：

新能源发电消纳难的问题一直都

存在，2015 年的情况确实比较严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 年

上半年，全国风电弃风电量 175 亿千瓦

时，同比增加 101 亿千瓦时，平均弃

风率 15.2%，同比上升 6.8 个百分点；

2015 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光伏发电

电量 306 亿千瓦时，弃光量约 30 亿千

瓦时，弃光率为 10%。对一些地方来说，

这些数字要更高一些，弃风弃光的比例

还在增加。风电和光伏发电受限运行小

时数，统计有一定难度。对于风电和太

阳能发电机组来说，不能上网的电量也

不好用理想状态的发电量计算。

新能源消纳难可以说是我国新能

源发展中遇到的挑战，这一现象折射

出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我认为主要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全国电力需求增速大幅度

下降是主要因素。从全国经济形势上

来看，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增幅也在放

缓。我国经济面临调结构的转型期，

那种靠高投资刺激的高速增长时代已

经过去了，而以往以扩张型的扩大供

应为特点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能源消费

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全社会用电

量尤其是第二产业用电量的下降，是

一种剧烈的结构型调整和经济增长动

力调整的结果。增量下降，需求放缓，

如果还是依靠经济高速发展的惯性来

安排生产，体现出来的就是产品供大

于求，延伸到产业链前端，体现出来

的就是产能过剩。 

对电力行业而言，用电需求放缓，

发电小时数下降，不仅是新能源发电

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发电行业面临

的问题。不论新能源发电，还是传统

燃煤发电，都有被“弃”的现象，甚

至一些核电项目刚并网就面临需求不

足的局面。 

其次，电力调度灵活性还有待进

一步优化。从调度角度来说，在用电

量一定的情况下，要提高风电、太阳

能发电，也需要提高煤电调峰的灵活

性。以热电联产电厂为例，是不是能

够考虑以供热为主，将发电空间留出

来给风电。 

与此同时，不同主体的诉求需要

进一步协调平衡。对于产业链而言，

不论新能源还是传统能源，都是电源

端，但不同电源之间有不同的利益主

体，有着不同的诉求。如何协调这些

诉求，关系到未来新能源的发展。同时，

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也需要进行必

要的协调，这关系到远方来的清洁电

力和本地化石能源发电之间的比例问

题。以水电为例，在丰水期远距离输

送的水电，是否能够被受电端优先使

用，而不是在用电量下降的时候优先

考虑本地燃煤发电。 

《国家电网》

您认为我国目前新能源发展面临的消

纳难的挑战，解决途径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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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地：

首先要解决的是产能过剩的问题。

电源建设要和经济社会发展节奏相吻

合，之前大建快建的情况要进行调整，

不能让过剩的产能进一步持续积累，

各地也要做好本地的协调发展，要遏

制继续恶化的势头。 

第二，我们还是要明确能源发展、

电力发展的基本原则，对不同电源发

电比例调度进行一定的量化分配。这

需要对全国范围内的发电端和受电端

进行统一考虑，在电量一定的情况下，

需要各方协调，要有更细致的数据来

论证。 

第三，要依据以上这些原则去调

整经济关系，不能让各方拧着脖子干

事，更不能让想干好事的人倒霉。要

理清电力链条上各方利益主体之间责、

权、利的关系，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责

不应该由企业来承担，企业要回归到

企业的本质上来。电价的问题、新能

源补贴方式的问题，要根据目前经济

和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作出调整，同时

也要考虑到调峰电源、备用容量的特

殊性，政府要根据政策目标调整经济

手段。

《国家电网》

一边是经济存在下行压力、全社会用

电量增速放缓，另一边是各地电源建

设稳步增长、新能源项目跑步快进，

您如何评价这一矛盾？

周大地：

按照前不久结束的巴黎气候变化

大会设定的远景目标，到本世纪末，

全世界要进入零碳能源阶段，化石能

源将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全球能源

格局将从现在以化石能源为主，到未



2016 / 01  总第 150 期

   专题   Topic

来变成零碳能源，这一任务的艰巨可

想而知。由此可见，煤炭石油等化石

能源今后必须逐步下降，而能源行业

的其他领域仍然有很多机遇，比如水

电、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在一定

时期内天然气也要用来替代煤炭。 

尽管如此，我认为在清洁能源领

域的投资和建设仍需要考虑市场的变

化，不能把远期的预测直接作为现在

的投资依据。现在应该投资多大规模，

必须要认真研究讨论。一个能源项目

如果建设出来，很长时间不能发挥应

有的效果，在经济上是低效的，也可

以说当前并非是必要的。这几年在发

电领域包括不少西部风力和光伏发电

领域出现的投资热潮，对电力需求的

变化缺乏反应，造成发电设备利用率

大幅度下降，弃风弃光不断增加。而

大量的电源投资，也在很大程度上造

成制造行业的产能过剩。这些都造成

了极大的经济浪费。 

《国家电网》

解决新能源消纳难的关键之处在哪

里？“十三五”期间新能源发展的空

间如何？ 

周大地：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

确了 2016 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方针，提

出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

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一是积极稳妥

化解产能过剩；二是帮助企业降低成

本；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四是扩大有

效供给；五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我国经济以往依靠的是投资、出

口、消费“三驾马车”拉动，而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就是要从供给环节入手，让生

产要素流向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

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有效性，提升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也就是说，

不再靠投资来保增长，而是通过改革

供给体系来保增长。 

这些也同样适用于能源电力行业，

对今后的工作也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能源电力行业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思

路来解决目前的问题，是行不通的。

电力需求随着经济变化的重大变化，

面临的任务不但要调整增速，尽快抑

制煤电盲目增加，也要加快调整结构，

包括布局的调整。

我认为，“十三五”是一个绿色

低碳转型的机遇期。“十三五”期间

能源的发展，如果还想像过去那样万

马奔腾，各个行业自由扩张，是不可

能了。既不是以数量扩张为主，也不

是以总量扩张为主，而是结构调整，

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有一些能源仍

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而有一些能源

就要陆续下马关闭。 

优质能源对于高碳的、高污染的

能源的替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尽管这些行业自己也不愿意，经

济上有可能也会出现很多困难，但可

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必然进一步发

展，逐步替代传统化石能源。能源发

展清洁低碳甚至零碳排放，是历史潮

流，大势所趋。

  2015 年 7 月 29 日，供电员工正在全国最大

的水上光伏发电基地、位于江苏兴化李中镇黄坯

村的华电（兴化）太阳能发电项目检查光伏设备

运行情况。当日，该水上光伏发电项目总发电量

突破 10 亿千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