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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加码为分布式光伏发展护航政策加码为分布式光伏发展护航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今年以来，关于光伏行业
的政策利好暖风频吹。

7 月 25 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电子信息司消费电子处处长
李婷在光伏行业 2024 年上半
年发展回顾与下半年形势展
望研讨会上表示，将加快修订
和完善新一版的光伏制造行
业规范条件，加强对回收产业
的布局和知识产权的规范的
要求，加快产业创新升级，扩
大光伏发电的消纳应用，加快
能源电子产业的协同发展，加
快推动太阳能光伏和更多领
域的融合应用，拓宽国际交流
通道，助力中国光伏产业高质
量地走出去。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
些政策举措无疑将为行业的长
期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而分布式光伏作为缓解电
力供需紧张的有效措施之一，
也将借着这股东风迎来新发
展机遇。

火起来的分布式

分布式光伏是指在用户场
地附近建设，运行方式以用户
侧自发自用、多余电量上网，且
在配电系统平衡调节为特征的
光伏发电设施。在我国实践
中，通常包括户用光伏、工商业
分布式光伏。

近年来，我国户用分布式
光伏快速发展，实现了大规模
跨越式发展。

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
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首次超过
集中式光伏，分布式光伏新增
2928 万千瓦，约占全部新增光
伏发电装机的 55%。2022 年
分布式发展成为风电光伏发展
主要方式，分布式光伏新增装
机 5111 万千瓦，占当年光伏新
增装机 58% 以上。2023 分布
式光伏累计装机量已占全年光
伏总装机量的 42%，占全部电
源装机量的 9%。

另据国家能源局 7 月 25 日
发布的 2024 年上半年光伏发
电建设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我国光伏行业新增装机
102.48 吉瓦，同比增长 30.7%。
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新增装
机 49.60 吉瓦、分布式光伏新增
装机 52.88 吉瓦，分布式装机占
比超过半数。

“分布式光伏发电遵循因
地制宜、清洁高效、分散布局、
就近利用的原则，充分利用当
地太阳能资源，替代和减少化
石能源消费。” 光伏产业资深

投资人、胡杨科技创始人卢洋
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分布式光
伏发展的地域特点是集中在中
东部电力需求大省，山东、河
南、浙江、江苏、河北五省装机
量占全国装机总量的 61%，且
分布式光伏装机在各省光伏装
机 总 量 中 的 占 比 已 达 10%—
20%，有效弥补了这些地区电
力供应不足的问题。

消纳成待补短板

不过，分布式光伏的爆发
性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始料不
及的问题。

能源基金会清洁电力项目
主任张永平认为，配电网容量
不足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分布式
光伏无法接入、农村用电需求
不足使得户用光伏发电无法充
分就地消纳、各地分时电价的
调整影响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收
益，以及缺乏分布式能源就地
消纳的市场机制等都事关分布
式光伏未来能否大规模、可持
续发展，也直接影响电力行业
发展乃至全社会实现“双碳”目
标的进程。

消纳问题成为制约分布式
发展的主要矛盾。

2023 年 6 月，国家能源局
综合司印发《关于印发开展分
布式光伏接入电网承载力及提
升措施评估试点工作的通知》，
要求山东、黑龙江、河南、浙江、
广东、福建等 6 个试点省份选
取 5—10 个试点县（市）开展试
点工作。目前浙江、福建、广
东、河南、山东等 5 个省份已经
发布分布式光伏接网承载力情
况评估情况。在已发布的光伏
剩余可开放容量中，共有 20 个

地区可新增开放容量为零。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

盟秘书长彭澎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坦言，无论是试点省份公布
的结果，还是其他一些地区发
布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
或发展相关通知，最直接的影
响就是没有消纳空间的地区不
能再新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了。这肯定会对分布式光伏新
增装机产生一定抑制。

在张永平看来，电力供需
的时空不平衡以及缺乏分布式
电力的交易机制也制约了分布
式光伏的消纳。

“时间上，分布式光伏的最
大出力时段为午间，而电力负
荷的最大需求通常在晚间，导
致光伏电力难以即时就地消
纳。空间上，农村地区屋顶光
伏资源丰富，但用电需求有限。
根据测算，一般农户的年均用
电 量 在 1000—2000 千 瓦 时 ，
而一家典型农户的 10 千瓦屋
顶光伏的年发电量在 1 万千瓦
时以上，远超农户自身电力需
求，多余的电量通常只能上网。
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分
布式光伏发展与配电网发展不
匹配。传统配电网的设计与运
行是基于‘单向供电’原则，电
力供应源自上一级的输电网，
配电网内没有电源。而分布式
光伏则需直接接入配电网，形
成电力的双向流动，这从根本
上改变了对配电网的设计与运
行要求。”张永平说。

“除了电网负荷能力需要
解决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因为
一些地区自身的消纳能力不
够，这就需要通过电力市场来
调动更多的用电需求来解决存
在的问题。”彭澎说。

多地出台利好政策

“今年‘分布式能源’首次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所以
行业发展应该会更火。”卢洋告
诉记者，在能源领域，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持续推动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高质量跃升
发展，其中积极发展分布式光
伏就是重点工作之一。

除了国家层面的支持外，
记者梳理发现，2023 年下半年
开始，多个省份出台相应政策
鼓励分布式发展，并对新建分
布式光伏项目提出新的要求。

2023 年 8 月，安徽省能源
局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分布
式光伏规范有序发展的通知》
提出，新增分布式光伏应具备
可观可测可控可调功能，已有
分布式光伏逐步改造具备相应
功能。未经允许，分布式光伏
系统制造商、集成商、安装单位
均不得保留远方控制接口及相
应能力。

同年 12 月，江西省能源局
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屋顶分
布式光伏健康有序发展的通
知》明确提出，从 2024 年起，
全部屋顶（含存量）要加装控
制 装 置 。 2024 年 1 月 1 日

（含）后并网的新增屋顶分布
式 光 伏 发 电 项 目 应 具 备“ 可
观、可测、可控、可调”功能，存
量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通过加装调控设备逐步具备
调控能力，加快建设坚强可靠
的智能电网。新能源开发主
体要遵循按照市场化原则，充
分考虑电力消纳预警信号提
示的利用率风险，自主决策是
否开展项目申报并承担相关风
险，主动承担调峰义务，自愿接

受电网调度，承诺承担因无法
及时接网以及发电运行利用率
下降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

广东省在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构建新型能源
体系，科学合理布局调峰、热电
联产和分布式气电项目”。贵
州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

“在乡村合理布局建设分散式
风电和分布式光伏项目”列为
今年重点抓好的工作之一。

7 月 16 日，江苏省、陕西省
分别下发推动分布式光伏高质
量发展的相关政策，从接网、消
纳、项目管理以及并网等方面
提出最新要求，两省均要求新
建或存量分布式光伏项目参与
电网调峰，不具备该功能的则
进行技术改造。

为什么各地会密集发布支
持分布式发展的政策？彭澎告
诉记者，引导分布式光伏的大
规模发展，大幅降低用电成本，
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引进新
兴产业的重要措施，这也与“能
耗双控”不无关系。

“分布式光伏可持续发展
离不开有的放矢的政策引导，
需要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典型
场景开展试点示范，探索、创新
并验证短中长期的破解之道，
以形成基于事实和证据的政策
建议、技术方案和商业模式。”
彭澎说。

“未来，分布式光伏将与集
中式能源相互补充，实现能源
的多元化供应和优化配置。同
时，随着储能、氢能等新型能源
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分布
式的稳定性和经济性将得到进
一步提升，为新能源市场的长
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隆基绿
能相关负责人说。

广西天等广西天等：：风电场蔚为壮观风电场蔚为壮观

7 月 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

市天等把荷风电场景色壮美。

近年来，天等县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风力发电等清

洁能源产业，促进风力发电、观光旅游

等多业态融合发展，实现生态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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