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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再没有比“运动”一

词更广为人知，更令人五味杂陈。

运动式发展、运动式治理，在

各行各业屡见不鲜。如今饱受诟病

的弃风限电，已证明与当初带着浓

重政治色彩的运动式跑马圈地脱不

开干系。地方政府雄心勃勃，发电

企业热情高涨，“三北”地区，风

电企业大干快上，无视投资过热的

专家警告，走向弃风的必然之路。

国家能源局一官员日前在公开

场合坦诚，风电大规模布局在“三北”

等消纳能力不足的地区，必然会出

现弃风现象，这不用讨论，不用大

惊小怪，但未来不能这么干了。

那未来该怎么干？

答案就在《风电发展“十三五”

规划》（简称风电规划）、《可再

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简

称可再生能源规划）以及过去一年

国家密集出台的一系列关于促进可

再生能源发展的措施、办法里。

从北方到南方，从西部到中东

部，风电布局以消纳为硬约束

“坚持消纳优先，加强就地利

用”，风电规划最大的亮点就是转

变重建设、轻利用的思路，以提高

风电消纳水平、消费比重为导向，

不再以装机规模论英雄。

“不光要重视千瓦，还要重视

千瓦时，特别是就近、就地利用。”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

处长李鹏表示，2015 年年底风电发

电量在全国占比刚超过 3%，如果

未来不能突破 5%、10%，最终达到

20% 到 30% 的目标，整个风电产业

就无法摆脱外部非议的“花瓶”角色。

根据总量目标，2016 年至 2020

年我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达 8100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在成为全球风电增速最快的国家的同

时，也面临日益严重的风电消纳问题。随着一系列规划、办法

的出台，“十三五”期间弃风现象有望明显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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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瓦以上，年均新增约 1600 万千

瓦，年均增速 7.4%，相比“十二五”

时期 23.4% 的实际年均增速有较大

降低。“这表明‘十三五’期间风

电发展方式更注重品质提升，总量

目标稳中有升。”中国水利水电规

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易跃春说。

由于“三北”地区弃风限电问

题短期内难以根治，保障风电可持

续发展，优化产业布局是当务之急。

风电规划提出，到 2020 年，中

东部和南方地区陆上风电新增并网

装机容量 4200 万千瓦以上，算上海

上风电，这一地区的增量将占全国

总增量的 57%，远高于“十二五”

时期的 26%，同时，累计并网装机

容量在全国的占比也将提升至 1/3。

反观“三北”地区，按照风电

规划，新增装机仅 3500 万千瓦，且

集中在弃风限电不严重的华北地区，

包括河北、山东和山西等地，弃风

限电较严重的东北三省和甘肃、新

疆、宁夏等地则基本限制了增量。

风电规划还提出了集中与分散

并重的开发原则，即在“三北”等

风资源丰富地区有序建设集中式风

电项目，打造大风电基地，实现跨

区并网输送；在中东部和南部等风

资源贫瘠地区发展分布式风电项目，

实现低压并网就地消纳。

因地制宜、就近消纳的逻辑是

合理的，但业内人士表示，在实施

过程中还要直面不少风险和挑战。

当前，随着风电技术的进步，

6 米 / 秒以下的风资源虽然具有开发

的经济性，但是中东部和南方地区

地形复杂多样，选址难度大，工程

建设和运维成本相对较高，对环保、

水保和植被恢复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过去适用于“三北”地区的标准化

开发模式需要作出变革。创新驱动

将成为未来风电发展的关键词。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认为，不仅风

电开发企业要有充分的技术准备，

整机制造企业也不能再满足于组装

机组，还要能根据不同场址条件设

计不同机组，实现从卖设备到卖服

务的转变。

此外，早在 2013 年，国家电网

就发布了《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

网服务工作的意见》，向所有分布

式电源提供免费入网服务。但这些

年，分布式风电受技术和成本等因

素影响，装机比例一直不高。可再

生能源规划“积极支持中东部分散

风能资源的开发”政策出台后，分

布式风电或将迎来重大拐点。由于

其波动性和间歇性更甚于大型风电

场，对电网安全运行的挑战将加剧，

配电网智能化改造须加大力度。

从风电到能源系统，用整体的

思维解决局部的问题

正如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

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

相互关系，讲究从整体上来观察和

研究人体的疾病一样，风电作为能

源系统的组成部分，也不能脱离其

他能源体系独立运转。解决风电消

纳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而要从能源系统整体入手。

但目前，如国家能源局发展规

划司副司长何勇健所言，我国能源

系统仍是一个相互分割、各自为战

的系统，能效低，对新能源系统的

包容性较差。能源系统不协调，发

展模式、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

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提高电力系统的调峰能力，被

认为是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内容，也是能源系统优化、提高

运行效率的重要保障。风电具有随

机性、波动性的特点，需要抽水蓄能、

燃气发电等作为调峰电源，但我国

灵活调峰电源的比重目前不足 7%。

按照风电规划，“十三五”抽

水蓄能将建成 1700 万千瓦、开工建

设 6000 万千瓦，调峰气电将建成

500 万千瓦。同时，将加大燃煤电

站灵活性改造力度，主要用于增加

“三北”地区的调峰能力。

2016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国

家能源局出台《可再生能源调峰机

组优先发电试行办法》，要求在全

国范围，以企业自愿、电网和发电

企业双方约定的方式确定部分机组

为可再生能源调峰。在履行正常调

峰义务基础上，调峰机组优先调度，

按照“谁调峰、谁受益”原则，建

立激励机制，并将调峰情况纳入发

电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此举无

疑将改善辅助服务的政策激励，为

提高电力系统调峰能力提供了保障。

针对“三北”地区的大型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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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可再生能源规划提出，要在

充分挖掘本地风电消纳能力的基础

上，借助已开工建设和明确规划的

特高压跨省区输电通道，按照“多

能互补、协调运行”的原则，在落

实消纳市场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外

送，扩大配置范围。预计到 2020 年，

“三北”地区风电装机规模将达 1.35 

亿千瓦以上，其中本地消纳新增规

模约 3500 万千瓦，利用跨省跨区通

道消纳风电约 4000 万千瓦。

此外，风电规划对风电调度提

出了更高要求，主要包括修订完善

电力调度技术规范，提高风电功率

预测精度，推动风电参与电力电量

平衡，逐步缩减煤电发电计划，为

风电预留充足的电量空间。事实上，

2016 年前 11 个月火电设备平均利

用小时数已降至 2005 年以来最低水

平，按照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火电去产能将持续。

从减少行政干预到构建市场机

制，把市场的问题交给市场办

谈及弃风限电原因，市场机制

缺失，省间壁垒严重，是业内共识。

研究显示，新能源发展通常会

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步发

展阶段，特点是成本高，采用固定

的标杆电价；第二阶段是规模发展

阶段，成本下降，电价也开始调整，

政府补贴减少；进入第三阶段，新

能源将参与市场竞价，政府补贴和

扶持逐步退出。

显然，我国当前仍处于第二阶

段。风电等新能源发展还高度依赖

政策补贴，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可

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促进成

本下降和补贴退坡将成为贯穿整个

“十三五”风电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其实，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迫于

可再生能源补贴力度的日益萎缩，

在不断从技术、管理上寻找度电成

本突破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全新

的商业模式，比如绿色发电证书、

碳指标等机制的引入等。

对此，可再生能源规划提出了

“坚持市场主导，完善政策机制”

的基本原则，并提出建立各省（区、

市）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可再生能

源比重及全社会用电量中消纳可再

生能源电力比重的指标管理体系。

专家认为，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可再

生能源消纳情况的监管将更加规范

严格，省间壁垒有望削弱。

风电规划制定了具体的保障措

施，包括完善年度开发方案管理机

制，鼓励以市场化方式配置风能资

源；落实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确

保规划内的风电项目优先发电；加

强运行消纳情况监管，对弃风限电

问题突出、无法完成最低保障性收

购小时数的地区，实施一票否决制

度；创新价格及补贴机制，建立市

场竞价基础上固定补贴的价格机制，

适时启动实施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

考核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

事实上，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

的深入，国家电网公司已经开始推

进可再生能源跨区跨省现货交易。

2016 年 12 月 7 日，宁夏可再生能

源发电企业与上海燃煤发电企业通

过全国统一电力交易平台完成首次

跨区跨省发电权集中竞价交易，上

海侧最终落地电量达 6956.4 万千瓦

时，相当于节约标煤 2.02 万吨。

对于发展目标，可再生能源规

划提出到 2020 年，风电项目电价可

与当地燃煤发电同平台竞争，限电

地区的风电年度利用小时数全面达

到全额保障性收购的要求。在《电

力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则更

明确地提出要把“三北”地区的弃

风弃光率控制在 5% 以内，其他地

区基本做到不弃风、不弃光。

关于建立公平有序、优胜劣汰

的市场环境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一

出，各界纷纷拍手称快。不过，国

家能源局副局长李仰哲提醒道，现

在无论是推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还是建设各种市场，我们要防止一

味地降价，这不应该是市场的方向。

相比“十二五”，“十三五”

时期我国风电已从可有可无的补充

能源发展到替代能源阶段。随着风

电开发成本不断下降，能源需求进

入中低速增长，风电开始在能源消

费结构调整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风电稳步发展需要建立平稳

发展的长效机制，避免过热和过冷。”

谈及风电未来发展，身处风电开发

前线的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贾立雄如是说。

风电产业，已不能承受运动式

的发展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