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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风电过剩困局
文 / 本刊记者  杨青

酒泉，古称肃州，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出酒泉古城，沿 G30 连霍高速一路往瓜州

方向前行，白色的巨大风机沿公路两边绵延矗

立，大大小小几百个风电场，遍布在祁连山和

马鬃山之间数百公里的河西走廊戈壁荒滩上。

这里就是我国第一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从 2008 年立项建设开始，酒泉风电基地便

成为我国清洁能源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却又深

陷困境的缩影。

甘肃风电增速过快，开发规模已经远远超

过了本地消纳能力，再叠加用电需求增长放缓

等因素，使得装机水平与负荷比例极不匹配。

2017 年 2 月 22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17

年度风电投资监测预警结果的通知》，对全国

各省市风电投资情况进行预警监测，甘肃被列

为风电开发建设红色预警区域。按照要求，电

网企业不得受理红色预警省（区）风电项目新

增并网申请，包含在建、已核准和纳入规划的

项目。同时，派出机构也不再对红色预警省（区）

新建风电项目发放新的发电业务许可。

甘肃风电深陷困局。如何破解，唯有消纳。

 

“风光”经济的辉煌与困惑

宽阔整洁的街道，错落有致的高楼，繁华热

闹的商业街，绿树掩映的公园广场……眼前的城

市没有半点十多年前河西走廊边陲小城的影子。

“酒泉这几年发展很快，市区扩大了好几倍。”

酒泉市能源局副局长韩明文不无骄傲地说。

酒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风电

的发展。

2016 年有媒体算过一笔账：酒泉风电基地

从 2009 年开工建设，到 2010 年一期投产，为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10 年，

酒泉市风电产业完成投资 223 亿元，完成增加

值 60.05 亿元，上缴税金 1.94 亿元，吸纳就业

8000 余人。在风电产业的带动下，“十一五”

时期，酒泉生产总值达到 405 亿元，在甘肃省

的排名由“十五”末的第 4 位上升到第 2 位；

财政收入达到 50.5 亿元，排名由甘肃省第 7 位

上升到第 3 位；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438.6 亿元，

连续保持甘肃省第 3 位；工业增加值达到 173

亿元，由甘肃省第 6 位上升到第 3 位。

在风电建设最高潮的时候，当地建筑水泥

和砂石的价格都在飙涨，甚至一度供不应求。

韩明文更看重的是风电发展带动的产业发

展，“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风电设备制造产业

链。”

2008 年，金风科技第一个在酒泉建厂生产

风机。不到两年时间，风机装备销售收入就占

到甘肃省装备制造销售收入的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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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更多生产风电设备企业投资建

厂，更多风电场建设投产，风电投资推动当地

经济发展的蜜月期戛然而止，逐渐攀升的弃风

率正在让以风电产业为基础的当地经济风光不

再，后继乏力。“弃风主要还是电消纳不了。因此，

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千方百计想办法促进本地消

纳。”韩明文说。

其实，风电消纳难的困局，不仅仅局限在

酒泉，整个甘肃省的风电发展也正陷入同样的

困境。

2016 年，甘肃因严重弃风而备受各界关注。

供大于求、市场消纳能力严重不足，是造成这

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深挖本地市场，一方面加大外部市

场开拓，“两条腿走路”成为现阶段解决风电

消纳难的主要途径。

 

本地消纳的自救及潜力

6 月初，瓜州县城北端的风电供暖试点项目

正在加快扩容建设，现场一片繁忙景象。“我

们要赶在下一个采暖季之前完成所有工程。”

项目总经理孙晓东说。

作为甘肃省第一个大型风电供暖试点项目，

一期工程已经投运，实现供暖面积 100 万平方

米，就地消纳电量 1.5 亿千瓦时。瓜州县渊泉第

二小学是清洁电采暖的首批受益用户。“热量

非常稳定，室内温度一直保持在 24 摄氏度左右。

外面北风呼啸，冰天雪地，教室里温暖如春。”

渊泉二小办公室主任郭海燕在瓜州生活了半辈

子，亲身经历了从“谈风色变”到风电造福百

姓这一过程。

瓜州县能源局干事赵杨正在现场向业主了

解工程进度情况，“这里用的设备是高压电极

锅炉设备，利用先进的蓄能技术结合低谷电力，

通过已安装的 3 台 40 兆瓦高压电极锅炉及 2 台

1 万吨蓄热罐，进行加热蓄热。项目全部建成后，

可实现供暖面积 300 万平方米，每年可以消纳

新能源电量 5 亿千瓦时。”

“甘肃省用电负荷较小，要在本地开拓风

电消纳市场，必须大力实施电能替代。”国网

甘肃省电力公司营销部市场处处长周有学介绍，

在售电量增长放缓的情况下，电能替代成为增

加清洁电力消纳的有效途径。“除了新能源供

电采暖用电，新能源替代燃煤自备电厂发电、

新能源直购电等，都有很大潜力可以挖。”

2015 年，甘肃电力交易平台组织开展了中

铝兰州分公司、酒泉钢铁公司、金川公司、玉

门石油管理局等 4 家国有大型企业自备电厂与

新能源发电企业的替代交易工作，共完成 16.5

亿千瓦时替代交易电量。

2016 年初，根据甘肃省能监办安排，甘肃

电力交易平台还组织开展了中铝兰州分公司、

玉门石油两家企业自备电厂的替代发电工作，

其中，中铝兰州分公司自备电厂替代电量 19 亿

千瓦时，玉门石油管理局自备电厂替代电量 1.3

亿千瓦时。4 月底，根据省能源局安排，又组织

开展了金川公司自备电厂的替代发电交易，替

代电量 4.5 亿千瓦时。合计已达成替代电量 24.8

亿千瓦时。目前，按照省能源局批复，正在组

织开展酒钢公司自备电厂替代工作，计划替代

电量 10 亿千瓦时。

与 此 同 时， 随 着 国 家 政 策 的 逐 渐 明 朗，

2015 年甘肃省逐步试点新能源直购电，当年共

有 25 家用电企业与全省符合准入条件的新能源

企业开展直接交易 8078 万千瓦时。

《甘肃省 2016 年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

接交易实施细则》将全省范围内发电出力不受

网架和时段限制的、符合国家政策、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已并网发电的集中式光伏、风力发

电企业均纳入直购电范围。至此，新能源直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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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作在甘肃全面开展。通过交易平台，87 家

新能源企业与 96 家电力用户成交，交易电量

12.39 亿千瓦时。

新能源替代自备电厂发电和推动新能源就

地消纳，不仅有效缓解了省内弃风矛盾，还使

工业企业、新能源发电企业、电网企业三方共赢，

促进了甘肃省工业经济发展。

然而，对比 2016 年甘肃全网富余电量，更

大的消纳缺口还需要跨省跨区外送来解决。

 

外送市场的理想与现实

据国网甘肃电力调控中心统计，“十二五”

期间，甘肃电源装机年均增长率为 18.15%，是

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长率的 2.34 倍，是最大负

荷年均增长率的 2.59 倍。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

甘肃电网装机负荷比为 3.6:1，新能源装机负荷

比为 1.46:1。

本地电力消费市场有限，只有将更多的风

电等新能源卖到外省去。

甘肃省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计划市

场组织专责李娟介绍，2016 年，在全省用电量

负增长 3.06% 的情况下，国网甘肃电力通过扩

大外送规模促进新能源跨省跨区消纳，全年新

能源发电量 196.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7%，

新能源发电出力及发电量均达历史最高。

在甘肃华电瓜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干西 3

风场的调控室，电脑屏幕一字排开，风电能量

管理系统、有功智能控制系统、风功率预测系统、

可再生能源跨省区现货市场技术支持系统不断

显示刷新着数据。场长姬建平正根据要求在现

货市场系统中填报交易信息。

通过数据对比，姬建平发现，今年同期风

机利用小时数明显高于去年。甘肃中广核永盛

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瓜州县大梁、干东一风电场

副总经理朱振海也有同样的发现：“今年头 5

个月，风机利用小时数为 550 ～ 600 小时，已

经超过了去年半年的数字。”

“这一切，都得益于国家电网公司今年以

来为清洁能源消纳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国网

甘肃电力调控中心主任行舟介绍说，今年以来，

国家电网公司开始实施全网统一调度，西北全

网统一安排备用，尽可能增加新能源消纳空间；

并在全网范围强制消纳新能源，将新能源外送

优先级提到跨区直流配套火电之前，发生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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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光时，强制压减配套火电出力，优先输送新

能源。同时，组织开展临时现货交易，率先试

点弃风弃光跨区现货交易，充分利用现有通道

裕度，提高清洁能源消纳。

除了交易平台，让风电企业充满信心的还

有酒泉—湖南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全线带电投产。工程起于酒泉市瓜州县，穿越

千里河西走廊，途经甘肃、陕西、重庆、湖北、

湖南 5 省市，止于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额定

输电能力 800 万千瓦，满负荷运行每年可输送

清洁电量 400 亿千瓦时。

这让以前只能搭其他通道“顺风车”的酒

泉风电有了些底气。

国网甘肃电力发展策划部副主任李晖介绍，

此前西北已建成天中、灵绍、银东、灵宝、德

宝等 5 条直流线路，但酒泉地区大规模风电只

能通过西北—新疆联网工程一、二通道送出，

电力外送能力远远低于发电能力。“但在酒湖

直流投运初期，由于配套电源建设滞后，外送

能力难以发挥。”

交易平台、输送通道虽已具备，但一个不

可忽视的情况是，由于当前电力市场总体供大

于求，很多地区为了保证本省火电企业不亏损，

一些省份要求减少外购电，行政壁垒较之过去

更强，跨省交易和清洁能源消纳的难度也随之

加大。

为此，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张

正陵建议，要加快外送通道建设；出台可再生

能源配额制，明确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并纳

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逐步放开发用电计划，

将发电权交易、直接交易等交易机制纳入电力

市场体系等。

统计数字显示，甘肃全网富余电量超过 600

亿千瓦时，在保持目前装机容量的情况下，要

彻底解决甘肃的风电困局需要挖掘更大的消纳

潜力，借助更大的外送市场，能源结构和配套

规划还需要更加深度的调整。

（国网甘肃电力王彦民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