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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成敦煌 50 兆瓦光热电站日前
投入商业运营，这是我国首批光热发电示
范项目启动近 4 年来，第 5 个投入商业运
营的项目，引发了行业关注。

据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杜凤丽介
绍：“为实现以清洁低碳为主要特征的能
源转型，各国均在探索稳定、可控、可靠的
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 研究发现，光热发
电是目前除水电外唯一具备这一能力的
可再生能源技术。 由于配置大容量、低成
本、环境友好的储能系统，光热发电可以
克服太阳能资源的间歇性和不稳定性，实
现平稳可控、可调度的电力输出。 光热发
电是可以承担电力系统基础负荷的可再
生能源发电形式，目前已在西班牙、美国
以及中东北非等国家和地区取得了良好
的应用效果。 ”

在此背景下，2016年 9月，国家能源局
印发《关于建设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的通
知》，启动了我国首批 20个光热发电示范项
目。 此举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推动光热发
电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按照
规划，这 20个项目全部应于 2018年底建成
投产， 但实际进度与规划目标相差甚远：截
至目前， 仅有 5个项目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另有 2个项目建成并网， 余下的 13个项目
或仍在建，或已陷入停滞状态。

优势明显、潜力巨大，且被各方寄予
厚望的光热发电，为何总是不温不火？

项目建设进度缓慢
并网时间两度延后

“2016 年，国家能源局发布首批光热
发电示范项目名单，但项目建设过程十分不
顺，后来沉寂了一段时间。 ”中国科学院某
研究所实验室副主任说。

另据一位不愿具名的政策研究员介

绍，到 2017 年下半年，虽然项目名单已公
示一年有余，但不少项目却仍处于前期准
备阶段。 “有的项目连土地都没拿下来，更
不要说建设厂房、场平了，参与招标、定标
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 ”

在建设进度远远落后于相关规划的
背景下，2017 年 2 月，国家能源局曾专门
下发 《关于报送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
建设进展情况的通知》，要求各省区能源
主管部门在每个季度报送项目建设进
展情况。

即便如此，按计划建成投产的项目仍
是极少数。 截至 2018 年底，仅有中广核德
令哈槽式 50 兆瓦项目等 3 个项目并网发
电，累计并网规模 200 兆瓦，占首批光热
发电示范项目总规模的 14.83%。

鉴于此，2018 年 5 月， 国家能源局发
布《关于推进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建设
有关事项的通知》， 延长了首批光热示范
项目的并网期限：“根据示范项目实际情

况， 示范项目建设期限可放宽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同时建立逾期投运电价退坡
机制，具体价格水平由国家发改委另行发
文明确。 ”

此后的示范项目建设依然未见提速，
官方的应对之策是再次放宽项目并网期
限———今年 1 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
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非水可再
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
提出“新增海上风电和光热项目不再纳入
中央财政补贴范围，按规定完成核准备案
并与 2021 年底全部机组完成并网的存量
光热发电项目，按相应价格纳入中央财政
补贴范围”。

截至目前，首批 20 个光热发电示范项
目中， 尚有装机规模 900 兆瓦的 13 个项
目未并网， 容量占比约 2/3。 信息机构
CSPPLAZA 于 6 月份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这 13 个项目中，有 5 个项目处于前期
准备阶段。

“和去年相比，项目没什么特别大的
进展。玉门鑫能 50 兆瓦光热发电项目等 2
个项目进度靠前，已经复工，预计今年底
能实现并网。 但其他项目由于土地和资金
问题，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某行业咨询
机构研究员表示。

电价悬而未决
企业积极性受挫

上述研究员表示，示范项目建设进度
之所以如此缓慢，主要原因在于项目启动
之初，我国光热发电产业还未曾开展过 50
兆瓦及以上规模的项目建设和运营。 “在
没有经验、开发标准、依据的背景下，需要
探索时间，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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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热发电为何热不起来？

■本报评论员

太阳能热发电， 又被称为光热发
电 ， 是太阳能发电技术的重要分支 。
2016 年启动的首批 20 个示范项目，是
我国首次大规模开展的光热发电示范
工程，是推动光热发电技术进步和行业
发展的“临门一脚”，对于示范引领行业
发展意义重大。

此轮示范项目的启动，与当前我国
电力系统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关系密
切。近年来，我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快
速增加，目前装机规模均已稳居世界首
位。但二者“靠天吃饭”的发电特性以及
与日俱增的发展规模，给电力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冲击。尤其
是在现有灵活性电源相对匮乏的大背
景下，电力系统已难以应对二者的波动
性、间歇性，导致“弃风”“弃光”问题在
多地连年暴发，且“弃电”电量至今仍维
持在每年数百亿千瓦时的高位。海量电
力资源浪费现象，已成为新能源行业发

展和电力领域结构转型中的“顽疾”，必
须尽快予以解决。

在这一紧迫形势下，稳定性堪比传
统煤电的光热发电项目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目光， 各方对其也寄予了厚望：主
管部门出台“确保发电量全额消纳”“享
受国家电价补贴”等扶持政策，企业纷
纷积极申报示范项目。 但事与愿违，示
范项目建设一波三折，屡屡受挫，行业
一直未能“热”起来。

有的说辞将光热发电的蹒跚起步
归咎于缺乏经验，因为在此之前我国光
热产业还未曾建设过 50 兆瓦及以上规
模的项目。 此种说法虽然看似有道理，
实则经不起推敲，因为示范项目的核心
价值就在于积累建设经验，如果已经具
备相关经验了，那又何必示范？ 还有的
说辞是土地指标难批、用地困难。 这一
说辞的说服力同样不足，因为占地面积
大的问题已在光伏发电领域屡见不鲜，
但却并未阻滞光伏行业的蓬勃发展。

光热与光伏“同宗同源”，这对“孪

生兄弟”的成长经验无疑能够互鉴。 回
顾光伏发电行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
补贴政策的差异或许才是光热裹足不
前的关键原因。 本世纪之初，我国光伏
发电产业也曾面临光热发电今日之境
遇，产业链上下游均面临诸多技术性及
非技术性难题，项目发电成本长期居高
难下。 但强力补贴政策的不断出台，帮
助企业扭转了局面，助推行业迈过成本
门槛，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补贴政策的
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将光热发电“热”不
起来完全归因于补贴政策的缺位有失
偏颇，任何行业也都不可能永远依靠补
贴存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行业发展
初期，补贴政策有其无可替代之处。

在光热示范项目建设滞后的情况
下， 主管部门于 2018 年将首批示范项
目建设期限放宽至 2020 年底， 此举值
得肯定，但主管部门同时还提出要“建
立逾期投运项目电价退坡机制，具体价
格水平由国家发改委另行发文明确”。

距离 2020 年底不足半年， 业内至今仍
未见到任何退坡细则的出台。 何时退？
如何退？ 退多少？ 这些问题都关系着光
热发电项目的未来收益，一拖再拖让企
业陷入进退维谷境地，终将严重挫伤企
业的投资积极性，可见，相关工作仍待
做实、做细。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能源署可再生
能源市场分析与预测 2019-2024 报告
显示 ， 全球光热发电装机将在今后 5
年增长 60%， 即在 2024 年达到 900 万
千瓦，市场开发潜力巨大。 可喜的是，
我国在光热发电设备制造上具有明显
优势 ，加之世界第一大风电及光伏发
电市场的成功开发经验 ，都为进一步
建设光热发电 “大国 ”和 “强国 ”创造
了良好条件。 站在如此紧要的时间关
口， 有关部门能否及时科学调整补贴
政策，助力光热行业将设备优势、经验
优势转化为规模优势、经济优势，无论
在行业层面还是国家层面， 都是大事、
要事。

光热电价补贴政策需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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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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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联电力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张琳：

煤电需要“托底保供”，
不能“开闸放水”

跨省区输电价格改革
可分两步推进

4

7 月 6 日，巴菲特的多元控股公司伯克
希尔·哈撒韦与美国油气生产和电力公用
事业公司道明尼能源达成一致， 收购后者
天然气运输和存储资产， 这是其近 4 年以
来最大一笔收购。

今年以来，为提振油价，“欧佩克+”联
盟已经延长减产计划。 近日，以沙特为首
的欧佩克产油国又频频出手推动原油市
场再平衡，然而整体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巴菲特逆势抄底
天然气储运业务

5

6

国际油市
艰难再平衡

煤制氢如何撕下
“高碳”标签

15

2016年我国启动首批 20个光热发电示范项目， 并计划在 2018年
全部建成投产，但迄今仍有 13个项目处于在建或停滞状态———

■本报实习记者 董梓童

欢迎订阅
《能源高质量发展》杂志

由人民日报社主管， 中国能源报
倾力打造的《能源高质量发展》，秉持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与办刊方向，聚
焦能源产业，刊载行业发展动态、前沿
信息、 发展经验和经典案例” 办刊宗
旨， 将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决策者提
供科学决策信息和借鉴范例， 为从事
政治、经济、社会研究的领导、专家、学
者、 企业家、 基层理论工作者建立权
威、前瞻、新锐、真知、唯实的信息获取
平台。

目前，《能源高质量发展》征订工
作已经开始，欢
迎广大读者扫描
二维码， 快速获
取订阅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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