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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展既要求进又要促稳
——访青海省能源局局长  郭顺宁

文 / 本刊记者  高雅

去年以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使青海成为国家重要新型能源产

业基地”的决策部署，青海省下大

力气推动太阳能发电产业发展，科

技创新、建设规模、利用效率、协

同能力等多项指标走在了全国前列，

为我国光伏可持续发展树立了典范。

青海省能源局局长郭顺宁表示，主

要经验就是，主动融入国家非化石

能源发展战略，在实践中探索出了

一条创新引领、网源协调、多能互补、

带动产业、有序发展的新路子。

《国家电网》

青海省目前光伏发展情况如何？

郭顺宁 :

青 海 光 伏 全 年 日 照 时 数 在

2500 ～ 3650 小时之间，年总辐射

量达到6600～7200兆焦／平方米，

位全国第二。同时，青海还拥有大

量的荒漠化未利用土地资源约 10 万

平方公里，且地势开阔平缓，交通

便利，太阳能综合开发条件居全国

首位，是建设大型光伏并网电站的

最佳地区。

2016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

海考察时指出，要在现有基础上进

一步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把太阳

能发电打造成具有规模优势、效率

优势、市场优势的特色支柱产业，

使青海成为国家重要的新型能源产

业基地。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青

海省以创建全国清洁能源示范省为

牵引，稳步建设海南、海西州两个

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全力

打造规模、效率优势、市场优势，

太阳能开发利用走在了全国前列。

一是规划引导，打造规模优势。

全面启动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重

点打造海西、海南州两个可再生能

源基地，推动太阳能发电每年并网

100 万千瓦以上，实现健康有序发

展。二是技术引领，打造效率优势。

建设国家级高水平太阳能发电实证

基地，建成中国首座全球第三座并

网发电的规模化储能塔式光热电站。

三是促进消纳，打造市场优势。一

方面积极做好省内电量调剂平衡，

关停落后火电机组，优先保证新能

源上网，推广用电企业与太阳能发

电企业开展电力直接交易。另一方

面加强省际协调，寻求省外消纳市

场，已和江苏、湖北等省达成协议，

确定 2017 年输送 10.33 亿千瓦时新

能源电量。四是带动产业，打造整

体优势。以发电应用带动产业发展，

围绕打造青海锂电、光伏制造千亿

元产业基地。

《国家电网》

您刚才提到每年 100 万千瓦的速度

发展是怎样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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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顺宁 :

对于青海新能源发展的节奏，

总书记在去年视察青海时的重要讲

话，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省委

省政府和国家能源局也作出了具体

部署。关键一点就是要主动适应能

源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

中心，协调推进光伏产业发展。

一是要求进。作为一个绿色能

源资源丰富的西部省份，我省有责

任促进太阳能发电产业发展，把青

海光伏产业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

重要的新能源产业集群，建成全国

重要的能源接续基地和清洁能源基

地，助力国家能源结构战略性调整。

二是要促稳。青海省内负荷有

限，大量清洁能源电量需要外送消

纳。青海尚没有专用的新能源跨省

跨区外送通道。在特高压通道建成

前，我们必须把握好省内太阳能发

电建设规模的节奏，避免出现大量

的弃光限电现象。

综合以上两方面考虑，经过研

究论证，我们认为在特高压通道建

成前，以平均每年 100 万千瓦的发

展速度是比较稳妥的。

《国家电网》

对于已经出现的轻微弃光现象，您

认为应该如何解决？

郭顺宁 :

近几年，充分利用多能互补优

势合理调度，青海太阳能发电基本

保证不弃光、不限电。2016 年，受

经济结构调整和光伏电站并网规模迅

速增加双重因素影响，青海出现轻微

弃光现象，弃光率 8.3%。为此，青

海省要着重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电网建设，打通断面。

继续扩大补强省内电网，大幅提高

海西、柴达木、海南电网断面输送

能力，开工建设海西到主网通道能

力提升工程，750 千伏海南输变电

工程，推进两条特高压外送通道前

期工作，努力促成海南特高压外送

通道在“十三五”期间开工建设。

二是提高调峰能力，建设储能。

为适应大规模新能源并网消纳和保

障电力系统稳定运行，鼓励光伏电

站、风电场配备一定比例的储电装

置，实施拉西瓦、李家峡预留机组

的安装工程，加快推进《青海省抽

水蓄能电站选点规划》编制工作，

争取“十三五”末开工建设海南哇

让抽水蓄能电站。

三是促进省内消纳，发展负荷。

青海经济总量小，省内用电负荷小，

为了促进省内太阳能发电消纳，一

方面综合考虑，多方招商引资，引

进一批工业企业，努力使省内负荷

与太阳能发电同步增长，另一方面，

积极推动省内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用

户开展电力直接交易。

四是开辟省外市场，扩大消纳。

伴随着西北电网新能源发电装机持

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跨区电能交

易将成为促进新能源电量消纳的重

要途径。青海省将继续与中东部省

份保持积极的沟通和协调，依托电

力市场交易平台，利用东西部地区

的错峰效益和电价差异，实现清洁

能源的调峰互济和跨区跨省交易。

《国家电网》

通道建成后，会对青海光伏发展及

外送带来哪些影响？

郭顺宁 :

一是能拉动青海本地发展。新

能源产业是全省为数不多，可以有

所作为的一个产业，是未来发展的

希望所在。通道建成后有助于将青

海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在全国范围内高效优化配置。

二是能为全国能源结构调整提

供支撑。青海特高压外送通道，送

端电源全部为水电、太阳能发电、

光热、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有利于

降低全国能源消耗比重中碳排放比

例，助推国家完成非化石能源目标。

对于优化国家能源结构、保障电力

供应，促进大气污染防治和雾霾治

理具有显著作用。

三是具有巨大的国际示范效

应。现已进入预可研阶段的青海海

南特高压直流工程，完全靠清洁能

源自身互补能力独立供电，将是全

国乃至全世界唯一一条 100% 输送

清洁能源的特高压直流通道，将实

现远距离输送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的

技术突破，是落实能源生产和消费

革命的典范工程，在新能源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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