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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消纳迎新政新能源消纳迎新政        跨省交易松绑跨省交易松绑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随着我国新能源装机量的
不断增多，如何消纳成为待解
问题。日前，国家能源局发布
《关于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保
障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加
快推进新能源配套电网项目建
设、积极推进系统调节能力提
升和网源协调发展、充分发挥
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科学
优化新能源利用率目标等四项
重点任务。

“新能源的发展瓶颈在于
消纳，为新能源开辟更多的消
纳空间是突破瓶颈的关键。”长
期从事新能源投资的卢洋告诉
中国城市报记者，《通知》的印
发对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实现

“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风光装机量大增

消纳仍是难题

这并不是国家第一次对新
能源消纳问题出台对应文件。

“在我国新能源发展初期，
随着新能源快速规模化发展，
弃风弃光问题开始出现。由于
各界对消纳问题的认识还不充
分，相关措施未及时跟上，弃风
弃光问题逐年加剧，2016年新
能源平均利用率降至84%，达
到历年最低水平。”水电水利规
划设计总院总规划师张益国说。

为了应对弃风弃光现象，
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清洁能
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
年）》首次提出，将弃电率限制
在5%以内，即光伏发电利用率
应达到95%以上，并从源网荷
储各侧及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
了重点举措，对引导各地多措

并举迅速提升新能源利用率、
提高新能源发展质量起到了有
效作用。

此后，国家能源局等部门
持续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大
力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坚强
主干网架及配电网建设，不断
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扩大
新能源市场化交易电量，推动
新能源快速发展、高效利用。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风电
利用率 97.3%，光伏发电利用
率98%。

“‘十四五’后，我国风电、
太阳能发电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新能源在电力系统中的比
重明显提升。截至2023年底，
全国累计风电装机容量4.4亿
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6.1
亿千瓦，合计占全国电源总装
机的比重达到 36%，较‘十三
五’末提高了11.7个百分点；发
电量合计1.47万亿千瓦时，占
全国总发电量的15.8%，比‘十
三五’末提高6.3个百分点。青
海、甘肃等多个省份的新能源装
机规模已经达到总电力装机的
一半以上。在‘双碳’目标的激
励下，新能源装机将持续保持高
速增长，据初步预测，‘十五五’
期间，我国新能源装机总规模仍
将大幅增长。新能源高速发展
将再次面临消纳问题，必须未雨
绸缪，在源网协同、调节能力裕
度、管理机制等方面提前布局、
超前谋划，为下阶段碳达峰目标
实现和新能源行业健康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张益国说。

“当前，系统存量调节能力
已经基本挖潜，需要新增建设大
量新型储能等调节资源，经济代
价较大，推升全社会用能成本，
不利于新能源大规模可持续发
展。”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有关专
家分析，《通知》提出“科学确定
各地新能源利用率目标”“部分

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可适当放
宽新能源利用率目标，原则上
不低于90%”，从系统最优的角
度统筹开发和消纳，适当放宽
资源条件较好、新能源发电成
本较低、系统消纳成本较高地
区的新能源利用率目标，可为
新能源发展留有更多空间。

“近两年，新能源发展进一
步提速。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
月底，全国风电、光伏发电累计
装机超过11亿千瓦，同比增长
约38%，消纳需求大幅增加。”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适应新能源高速增长形势，
保障新能源高质量发展，需要
优化完善新能源消纳政策措
施，夯实基础、巩固成果、改革
创新，以高质量消纳工作促进
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建设。

加强配电网建设

集中式和分布式各不相同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
配套电网建设需求大幅上升，
而目前我国的新能源项目与电
网建设的协同还有待提升。

“一方面，部分地区在研究
新能源发展规划时重点考虑资
源条件，并未充分考虑并网送
出和消纳，新能源规划规模与
电网输变电能力、电力负荷消
纳能力等未协同匹配。另一方
面，电网送出往往与新能源项
目建设进度难以匹配。风电、
光伏发电项目前期工作起步
早、本体工程建设快，大部分可
以做到当年核准、当年开工、当
年投产，而配套的电网接入工
程建设周期相对较长，新能源
配套接网工程从纳入规划、可
研批复、建设投产所需时间比
新能源项目建设工期一般要多
半年甚至近一年时间。此外，
受限于用地政策等因素，部分

地区新能源开发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电网规划难以与之匹
配。”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相关专
家告诉记者。

“本次《通知》所涉及的配
电网建设包含大基地型配电网
和分布式配电网，可以说是先
加强配套电网的物理建设，再
对集中式和分布式提出各自的
要求。”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
联盟秘书长彭澎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通知》提出，加快推进新
能源配套电网项目建设。一方
面，加强规划管理。对500千
伏及以上配套电网项目，每年
组织国家电力发展规划内项目
调整，并为国家布局的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流域水风光一体
化基地等重点项目开辟纳规

“绿色通道”，加快推动一批新
能源配套电网项目纳规。另一
方面，加快项目建设。各级能
源主管部门会同电网企业建立
已纳入规划的新能源配套电网
项目清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加快推进前期、核准和建设
工作。此外，要求优化接网流
程，电网企业要主动为新能源
接入电网提供服务，简化审核
环节，进一步提高效率。

按照《通知》提供的附件显
示，2024年开工的新能源配套
电网重点项目共37个，包括陕
北—安徽特高压直流工程、川
渝特高压交流工程、蒙西—京
津冀特高压直流工程等五个跨
省跨区通道。

“《通知》从规划、建设、接
网流程等三个环节打通了新能
源目前在接网过程中面临的堵
点。”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相关专
家解释，规划层面提出对 500
千伏及以上配套电网项目，国
家能源局每年组织国家电力发
展规划内项目调整，并为国家

布局的大型风光基地、流域水
风光一体化基地等重点项目开
辟纳规“绿色通道”。对500千
伏以下配套电网项目，要求省
级主管部门优化管理流程，提
升对新能源消纳和接网的承
载力。在建设层面强调各级
能源主管部门与电网企业的
协同合作，对新能源配套电网
项目建立年度清单，强调电网
企业与发电企业之间的协调，
避免因资金安排不及时影响项
目建设。在接电网管理层面，
强调了电网企业简化审核环
节、推行并联办理和缩减办理
时限，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接网
流程，大幅缩短接网时长。

加强跨省跨区调节能力

除了对配电网建设提出要
求外，《通知》还数次在不同的
重点任务中都提到了加强跨省
跨区的电力调节能力。

“此前，我国新能源省间交
易机制并不完善。”一位业内人
士坦言，由于我国新能源消纳
能力空间分布不均衡，因此存
在“西部风光资源相对充足但
用电量不够，东部新能源资源
相对匮乏但对跨省区输电通道
的需求日益增加”的现象。

为了解决跨省交易难题，
《通知》提出，进一步提升电网
资源配置能力，电网企业要进
一步提升跨省跨区输电通道输
送新能源比例，加强省间互济，
全面提升配电网可观可测、可
调可控能力，公平调用各类调
节资源，构建智慧化调度系统
等。同时，《通知》还强调优化
省间电力交易机制，根据合同
约定，允许送电方在受端省份
电价较低时段，通过采购受端
省份新能源电量完成送电计
划。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
进一步推动新能源参与电力市
场。打破省间壁垒，不得限制
跨省新能源交易。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
视为首次允许采取‘虚拟合同’
跨省送电计划。《通知》出台以
后，跨省跨区合同的执行情况
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落实，大大
提升了执行合约的灵活性，减
少社会系统成本。”彭澎说。

为了能让政策更好落地，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国
家能源局组织有关单位，开展月
度消纳监测、半年分析会商和年
度消纳评估。国家能源局及其
派出机构将新能源消纳监管作
为一项重要监管内容，围绕消纳
工作要求，聚焦消纳举措落实，
常态化开展监管，重点加强对新
能源跨省消纳措施的监管。

安徽滁州安徽滁州：：
直升机巡检直升机巡检

““皖电东送皖电东送””能源大动脉能源大动脉

6月 4日，为确保今夏输往上海

等长三角地区超、特高压输电线路的

安全可靠供电，安徽省滁州市供电公

司联合国网电力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对滁州市境内260公里超、特高压输

电线路开展直升机空中巡视检查。

巡视中，航检员利用直升机机体搭载

的专业设备，拍摄分析重要部件和关

键点位，及时进行消缺维护。

图为当日，在滁州市定远县仓镇

镇境内，直升机空中巡视检查“皖电

东送”大动脉500千伏潘清5710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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