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2月06日星期二
编辑：陈玮英 E-mail：qiyebaoxinwenbu@163.com 校对：筱华美编：王祯磊 节能环保

11 月 29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了

《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明确，“十三五”期

间，风电发展的目标和建设布局，并

提出到2020年底，风电将新增装机容

量 8000 万千瓦以上，总投资将达到

7000亿元以上。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曾鸣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规划》

是在大的能源规划下的一种对风电发

电形式的规划，与《能源发展“十三五”

规划》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

划》是有统筹协调的，不是矛盾的。

“十三五”风电的
七大任务

“十二五”期间，我国累计新增

9800万千瓦，占同期全国新增装机总

量的18%，在电源结构中的比重逐年

提高。同时，产业技术水平也得到显

著的提升，风电全产业链基本实现国

产化，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多家企

业跻身全球前10名。

《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期间风

电的七大重点任务：一是有效解决风

电消纳问题，通过加强电网建设、提

高调峰能力、优化调度运行等措施，

充分挖掘系统消纳风电能力，促进区

域内部统筹消纳以及跨省跨区消

纳。二是提升中东部和南方地区风

电开发利用水平。重视中东部和南

方地区风电发展，将中东部和南方地

区作为我国“十三五”期间风电持续

规模化开发的重要增量市场。三是

推动技术自主创新和产业体系建设，

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产业服

务体系建设，推动产业技术进步，提

升风电发展质量，全面建成具有世界

先进水平的风电技术研发和设备制

造体系。四是完善风电行业管理体

系。深入落实简政放权的总体要求，

继续完善风电行业管理体系，建立保

障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体

系和管理机制。五是建立优胜劣汰

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推动政府

职能转变，建立公平有序、优胜劣汰

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六是加强国际合作，紧密结合

“一带一路”倡议及国际多边、双边合

作机制，把握全球风电产业发展大势

和国际市场深度合作的窗口期，有序

推进我国风电产业国际化发展。七

是发挥金融对风电产业的支持作

用。积极促进风电产业与金融体系

的融合，提升行业风险防控水平，鼓

励企业降低发展成本。

曾鸣表示，《规划》对于市场条件

下，如何促进风电尽快进入市场和以

其他发电方式在市场当中竞争，给出

了明确的思路和具体措施。同时，

《规划》对于配套的政策保障措施提

的也比较具体。另外，“《规划》给出

的指标是在整个电力能源规划下进

行的，而风电发展的指标值是协调好

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操作性”。

直击弃风
给出改革思路

《规划》提到，随着我国风电装机

规模快速增长，开发布局不断优化，技

术水平显著提升，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风电已经从补充能源进入到替代能源

的发展阶段。“十二五”期间，我国基本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促进风电产业发展

的行业管理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了

规范、公平、完善的风电行业政策环

境，保障了风电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助理贾立雄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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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应用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

风电产业也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

战。《规划》指出我国风电发展面临着

三大挑战，一是现有电力运行管理机

制不适应大规模风电并网的需要。

我国大量煤电机组发电计划和开机

方式的核定不科学，辅助服务激励政

策不到位，跨省区补偿调节能力不能

充分发挥，局部地区风电消纳受限问

题突出。二是经济性仍是制约风电

发展的重要因素。与传统的化石能

源电力相比，风电的发电成本仍比较

高，行业发展受政策变动影响较大。

同时，反映化石能源环境成本的价格

和税收机制尚未建立，风电等清洁能

源的环境效益无法得到体现。三是

支持风电发展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尚

需进一步完善。风电开发地方保护

问题较为突出，部分地区对风电“重

建设、轻利用”，对优先发展可再生能

源的政策落实不到位。产业优胜劣

汰机制尚未建立，产业集中度有待进

一步提高。

在贾立雄看来，还应建立度电成

本的评估机制，将碳排放等因素纳入

电价建立机制，还原寿命期度电成本

原貌，切实推进分布能源和电力交易

市场建设。

“风电发展需要建立不同的并网

优越性评估机制，支持优胜劣汰。”贾

立雄建议，确定“风火同价”的风电发

展目标，通过技术研发供应链集成来

降低主机、建设的运维成本。

对于业界广为诟病的“弃风”现

象，《规划》则给出了解决思路，这也

是《规划》的亮点所在。曾鸣认为，

《规划》突出了几大亮点，一是风电要

就近消纳；二是如何为风电安排调峰

容量，而且篇幅较多，并给出了比较

具体的措施，包括一些组合优化的措

施，以减少未来的弃风现象；三是突

出要管理体制改革来促进大规模的

风电并网，既包括集中式的并网远距

离输送方式，也包括分布式并网的优

化组合协调发展。同时，《规划》还强

调，为实现大规模并网所需要的管理

体制，对改革给出了明确思路。

产业“十三五”规划发布
风电发展面临三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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