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解消纳难题需多方努力
——专访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公司新闻发言人 张正陵

文 / 本刊记者 翁爽

最近一个时期，新能源消纳问题

再次成为能源领域热议的话题。

此次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三北”

地区的弃风弃光现象。这一现象伴随

着我国新能源的发展一直存在，但始

终未能得到有效改善。新能源消纳究

竟难在何处？背后有何复杂成因？带

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电

网公司发策部副主任、公司新闻发言

人张正陵。张正陵对弃风弃光现象做

出了客观理性的分析，并阐释了要保

障新能源未来的健康发展，需要哪些

环节的配合与完善。

《国家电网》

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新能源

发展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成为全球

风电规模最大、光伏发电增长最快的

国家。目前我国新能源并网的总体情

况如何？ 

张正陵：

从过去几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

新能源处于高速发展时期。2012 年我

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位居全球第一，

2013 年光伏发电累计并网容量位居世

界第二，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与欧美

等先进国家相当。2014 年我国并网风

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突破 1 亿千瓦，

全年发电量近 1800 亿千瓦时，相当于

一个中等发达省份的全年用电量。

截至 2015 年 11 月，国家电网调

度范围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合计达到

14626 万 千 瓦， 占 总 装 机 的 12.4%。

2015 年 1 ～ 11 月，新能源累计发电量

2317 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 5.6%。

国家电网是目前全球接入新能源规模

最大的电网。“十二五”期间，风电

装机容量年均增长 29%，发电量年均

增长 29%。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年均

增长 170%，发电量年均增长 219%。

新能源在 15 个省区已成为第二大电

源， 其 中 11 个 在“ 三 北” 地 区， 占

比均超过 10%。蒙西、甘肃风电装机

超过 1000 万千瓦，甘肃、新疆太阳能

发电装机超过 500 万千瓦。冀北、甘

肃、蒙东、蒙西新能源装机比重均超

过 30%。

《国家电网》

新能源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但弃风、

弃光的状况一直存在，当然具体的比

例在不同年份有所变化。您认为这背

后主要存在着哪几方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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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电网、负荷是影响新能源消纳的三个方面因素。

在电源环节提高电源灵活性，在电网环节扩大电网范围，

在负荷环节实施需求侧响应、增加用电需求，是实现我

国新能源高比例消纳的三大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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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陵：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开发，运行消

纳矛盾也日益突出。国家电网公司高

度重视，对新能源运行消纳情况进行

了调研，对弃风、弃光成因进行了研

究和分析，总体看，截至 2015 年 11

月底，国家电网调度范围内，19 个省

区基本不弃风，23 个省区基本不弃光。

弃风弃光主要集中在“三北”少数省区，

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用电需求增长放缓，消纳市场

总量不足。2015 年 1 ～ 11 月，国家电

网调度范围内用电量同比增长 0.4%，增

速比上年低 2.6 个百分点，其中东北、

华北、西北地区分别为-1.8%、-1.5%、2%。

在电力需求增长放缓的情况下，

包括新能源电源在内的各类电源装机

仍 然 保 持 着 较 快 的 增 长 势 头。 截 至

2015 年 11 月底，国家电网调度范围内

电源总装机同比增长 9.9%，超过用电

需求增速 9.5 个百分点，由于新增的用

电市场无法支撑各类电源的快速增长，

导致新能源电源和火电、核电的机组

利用小时数均出现下降。1 ～ 11 月，

国家电网调度范围火电、核电、风电、

太阳能发电利用小时数同比分别下降

356、311、94、45 小时。

以新能源富集的“三北”地区为

例。在东北，从“十一五”以来整体

呈现多电状态，进入“十二五”，东

北电源装机增长 36%，比同期用电负

荷增长高出 19 个百分点。2015 年东

北电源装机规模是最高负荷的 2.4 倍，

东北电网发电设备利用率持续走低。

在西北地区的甘肃和新疆，电力装机

同样远大于用电负荷。在市场总量不

足的情况下，部分地区增加大用户直

购火电电量，进一步挤占了新能源发

电消纳的市场空间。

二是电源结构不合理，系统调峰

能力严重不足。新能源的并网消纳要

求电力系统拥有良好的调峰能力。然

而，目前我国的电源结构灵活性不足、

供热机组比重大、自备电厂不参与调

峰等现状，都是影响电力系统调峰能

力的重要因素。

新能源发电需要抽水蓄能、燃气

等灵活调节电源进行调峰，而我国火

电占总装机容量比例达 67%。在新能

源富集的“三北”地区，火电占比甚

至达到 70%，抽水蓄能、燃气等电源

却不足 4%，东北、西北地区的灵活调

节电源更是少之又少。电源结构不合

理使得系统调峰能力严重不足。

影响系统调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供热机组比重。由于供热机组生产电

能的同时又要满足热负荷需求，冬季

采暖季，供热机组为保证供热，不能

深度调峰，调峰能力下降较大，一般

仅为 20% 左右。目前，“三北”地区

火电机组中，供热机组占有很大比重，

7 个省区超过 40%，电网调峰更加困难。

以吉林为例，冬季日内晚间部分时段

火电机组的最小技术出力已超过最小

用电负荷，风电被迫全停。

另一个影响系统调峰能力的因素

是自备电厂发电量不断增长。自备电

厂多隶属于高耗能企业，发电负荷相

对固定，且不参与调峰。因此，在电

力需求总体放缓的情况下，自备电厂

发电量的增长造成公用电厂和新能源

电源被迫进一步压出力参与调峰。 

三是电网发展滞后，新能源送出

和跨省跨区消纳受限。长期以来，电

网发展滞后于电源发展。国家先后颁

布“十二五”风电、太阳能发电等专

项规划，而“十二五”电网规划却至

今没有出台，新能源基地送出通道得

不到落实。国家规划了 9 个千万千瓦

风电基地，其中 7 个在“三北”地区，

但目前仅安排了哈密、酒泉、蒙西等

3 个基地的跨区输电项目。

电网项目的核准同样滞后于新能

源项目。甘肃风电基地装机规模已超

过 1200 万千瓦，但酒泉—湖南特高压

直流工程预计 2017 年才能投产，外送

通道建设滞后 2 ～ 3 年。新能源富集

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跨省跨区通道能

力不足的状况，这已成为制约新能源

消纳的刚性约束。

四是市场化机制缺失影响新能源

消纳。和国外相比，我国促进新能源

消纳的市场化机制已经严重滞后，以

丹麦电力市场为例，丹麦电力市场机

制中有竞价机制、负电价机制和补偿

机制。由政府给予风电等新能源电源

以补贴，让新能源发电依靠低报价实

现优先上网；在用电低谷期，通过负

电价政策引导各类电源参与调峰；在

负荷高峰电价较高、风电出力不足时，

由火电顶上，火电在高峰时拿到的高

电价收益可以弥补它参与调峰时的损

失。我国目前仅局部地区开展了风火

发电权交易和辅助服务交易等试点，

由于缺乏常规电源提供辅助服务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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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机制，火电企业普遍没有为新能源

调峰的积极性。

《国家电网》

新能源消纳涉及到发、输、用等多个

环节，从电网企业的角度来看，保障

新能源消纳要做哪些工作？公司在这

些方面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张正陵：

国家电网公司贯彻落实国家政策，

积极支持和服务新能源发展，围绕新

能源并网建设、运行消纳、技术创新

等方面，采取多项措施，全力保障风电、

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消纳。

一是加快电网建设，保证新能源

并网和输送。在新能源配套并网工程

建设方面，截至 2015 年 11 月，公司

累计完成 330 千伏及以下新能源并网

工程投资 287.7 亿元，累计投运 330 千

伏及以下新能源送出线路26226公里，

保证了公司经营范围内新增风电项目

201 个、1474 万千瓦，以及太阳能发

电项目 1366 个、994 万千瓦的并网。

为了优化配置新能源资源，公司大力

推动特高压工程建设，并进一步加强

省内新能源送出通道。为增加灵活电

源，2015 年公司开工建设 6 座抽水蓄

能电站，以保障调峰需要。

二是优化调度，尽最大努力消纳

新能源。最大限度调度火电调峰能力，

充分发挥抽水蓄能电站作用，采用先

进控制手段优化风电场有功出力，最

大限度利用送出通道的输电能力，加

大省间电网调峰互济力度。

三是积极推动“两个替代”。实

施电能替代，有效拉动电量增长，扩

大新能源消纳空间。2015 年，公司推

广实施电能替代项目 1.72 万个、替代

电量 760 亿千瓦时；实施清洁替代，

在甘肃等地区开展了企业自备电厂与

新 能 源 发 电 企 业 发 电 权 置 换 交 易，

2015 年 1 ～ 11 月，甘肃新能源替代自

备电厂电量累计达 16.48 亿千瓦时。 

四是不断完善新能源标准体系，

服务行业发展。公司先后编制修订新

能源相关企业标准 54 项，涵盖系统接

入、调度运行、并网检测等关键环节，

形成完善的企业标准体系；积极参与

并推动新能源行业和国家标准出台，

编制行标 46 项、国标 30 项；主导编

制国际标准 1 项。

五是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带动新

能源创新发展。“十二五”期间，开

展企业自主新能源研究课题 126 项，

研发投入 13.3 亿元；国家科技课题 41

个，研发投入近 9 亿元。建成 20 余项

新能源科技示范工程。建成国家风光

储输示范工程。通过风光互补、储能

调节、智能输电，实现平稳可控的电

力输出，接近常规电源的性能指标。

建成浙江舟山世界首个 ±200 千伏五

端柔性直流输电工程，为海上风电发

展奠定基础。

《国家电网》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绿

色发展的理念。在大力发展非化石能

源的盘子中，新能源的规模开发利用

仍是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新能源实现

科学健康发展，需要哪些相关方、哪

些环节的配合协作？

张正陵：

电源、电网、负荷是影响新能源

消纳的三个方面因素。在电源环节提

高电源灵活性，在电网环节扩大电网

范围，在负荷环节实施需求侧响应、

增加用电需求，是实现我国新能源高

比例消纳的三大重要途径。

为促进新能源又好又快发展，我

们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加强统

筹规划。当前正值编制国家“十三五”

能源电力规划的关键时期，新能源要

实现健康发展，需要统筹新能源与消

纳市场，统筹新能源与其他电源，统

筹电源与电网，实现电力系统整体统

一规划。

二是加强市场化建设。落实国家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相关要求，合理确

定政府、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和用户

等各方主体在新能源消纳中的责任和

义务，建立有利于新能源消纳的市场

化机制。

三是加强调峰电源管理。合理控

制供热机组和自备电厂发展规模，明

确自备电厂参与系统调峰的相关要求，

也是十分必要的。

毫无疑问，清洁能源将在我国未

来能源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风电、

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仍将保持较快的

发展速度。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不会

一蹴而就，这既需要政府科学引导，

也需要行业多方努力，加强合作，共

同寻求更好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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