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
局日前印发 《陕西省 2021 年新能源发电
企业参与市场化交易实施方案》（下称
《实施方案》）， 明确指出陕西省光伏、风
电保障利用小时数分别降至 1250 小时、
1700 小时。 换言之，2021 年陕西将有约
41 亿千瓦时新能源电力参与市场化交
易。 与此同时，《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后
续年份将根据陕西新能源装机规模及运
行实际，逐步扩大市场化电量规模、调整
保障利用小时数。

在国家保证性收购政策依然有效
的当下， 陕西明文要求降低新能源保
障利用小时数的举动立即引发行业热
议。 此举是否符合国家政策要求？ 新的
保障利用小时数如何确定？ 新政出台
后陕西新能源发展又将面临哪些实际
问题？

2016 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曾
印发《关于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全额保障
性收购管理工作的通知 》 （发改能源
[2016]1150 号，下称“1150 号文”），明确
规定了风电和光伏重点地区的最低保障
收购年利用小时数。 其中，陕西榆林、延
安属光伏Ⅱ类资源区， 保障性收购小时
数为 1300 小时。 “1150 号文”同时强调，
未制定保障性收购要求的地区应根据资
源条件按标杆上网电价全额收购风电、
光伏发电项目发电量。 未经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同意， 不得随意设定最低保
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

“在国家层面未出台相关政策的情况
下，陕西省发改委自行设定了光伏、风电
保障利用小时数，同时提高了市场化交易
电量。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译
阳指出，“陕西此次新政违背了现行国家
保障性收购政策。 ”

那么，《交易方案》是否事先征得上级
主管部门同意？ 新政的出台又经历了怎样
的过程呢？

“我们在前期就跟国家能源局上报过
了。 ”国家能源局西北能源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透露，不仅如此，新政出台前省内主
管部门还和一些新能源企业专门召开会
议讨论此事。 “这其中包括五大电力集团

和一些民营企业。 ”
对于新政出台的过程， 陕西省发改

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9 年 4
月，陕西省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西北监
管局曾会同省内电网、 发电企业赴延
安 、榆林两地 ，针对新能源规划接入 、
弃风弃光、电力外送、市场化交易等问
题进行过调研。 因当时国家在新能源
补贴方面的政策不明确， 陕西新能源
市场化交易方案迟迟未能出台 。 2020
年 1 月 ，国家财政部 、国家发改委 、国
家能源局发布 《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
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建
〔2020〕4 号）， 明确了可再生能源补贴
资金的结算规则， 附加补助资金仍按
照国家政策执行， 不受市场化交易影

响，为新能源市场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2020 年 7 月 24 日、10 月 24 日，陕西省
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先后两次召开会
议。 “全体市场成员均对新能源参与市
场化交易进行了充分讨论， 提出尽早
出台省内新能源市场化交易政策的应
对措施， 通过外送解决省内新能源消
纳难题， 市场管理委员会认为建议措
施切实可行。 ”

但对于记者提出的“是否已征得国家
发改委批准同意”的问题，陕西省发改委
并未作出明确回复。

油油气气行行业业战战略略转转型型提提上上日日程程，， 大大型型石石
油油公公司司间间出出现现观观点点分分歧歧。。从从我我国国国国情情出出发发，，
至至少少到到本本世世纪纪中中期期，，中中国国仍仍需需要要大大量量油油气气，，
特特别别是是天天然然气气，，要要大大力力加加强强油油气气勘勘探探开开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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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
录 》中 ，氢燃料电池汽车也基本是客车 、
货车的天下 ，我国保有量和销量最大的
乘用车产业中 ，氢燃料电池产品却身影
寥寥 ，原因何在 ？

风光保量不保价，陕西违规了吗？
■本报记者 姚金楠 实习记者 姚美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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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燃料电池乘用车
缘何遇冷

光伏保障利用小时数从国家规定
的 1300 小时降至 1250 小时、风电保障
利用小时数从国家规定的全额收购降
至 1700 小时、剩余电量全部参加市场
化交易且今后市场化电量规模逐年扩
大———《陕西省 2021 年新能源发电企
业参与市场化交易实施方案》 甫一出
台， 业内一片哗然，“新能源保障利用
小时数是国家政策， 陕西无权擅自修
改”“未对外征求意见即出台文件 ”等
质疑声四起。 虽然陕西此举符合新能
源市场化交易的大趋势， 有其合情合
理之处， 但此起彼伏的质疑也为改革
的 推 动 者 和 政 策 的 制 定 者 提 了 个
醒———市场化探索务必做到公开透
明、依法依规。

新能源产业近年来风光无限，已成
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中坚力量。 风电、光
伏发电装机容量双双连年稳居世界第
一的耀眼表现，充分展示了我国新能源

产业的繁荣，也为未来经济绿色发展注
入了巨大信心和动能。 回顾、总结新能
源产业的发展经验不难发现，骄人成绩
的取得，离不开技术创新、迭代等产业
自身的不断突破，更离不开高额补贴和
保障利用小时数等激励政策的强力护
航。 陕西新能源发电装机 “4 年净增
3.65 倍”的强势表现，同样得益于政策
红利的持续支撑。 其中，保障利用小时
数政策作为核心举措之一，发挥了难以
替代的关键作用。

但迅猛增长的装机容量在开拓产
业发展新局面的同时， 也给保障利用
小时数政策带来了全新挑战。 事实上，
风电、光伏发电现有的 “保量保价 ”政
策已经举步维艰。 例如，在风能、太阳
能资源富集的西北地区， 产业发展规
模已远超电力系统的消纳能力和各级
财政的补贴极限 ，由此引发的 “弃风 ”
“弃光” 难题让各方头痛不已。 期间，

“保量保价 ”虽仍在执行 ，但不得不以
严控新增规模为前提。 换言之，保障利
用小时数这一老政策已 “力不从心”，
难以适应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的新形
势，改革势在必行。

事实上， 面对新形势， 补贴退坡、
“以收定支”等破解“补贴缺口”的政策
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在此背
景下， 完善新能源保障利用小时数政
策、推动新能源电力价格市场化已成为
必然趋势。

枪打出头鸟 。 虽然 “扩大新能源
市场化交易规模”的说法已在国家层面
文件中屡次出现，且部分省份早已不再
执行保障利用小时数政策，转而大面积
推广市场化交易，但像陕西这样官方发
文确定市场化交易规模的，在国内少之
又少。 相比于其他省份的“斩而不奏”，
陕西官方先发文后执行的操作要规范
得多，但却引来不少指责，客观来说似

乎有点冤。
但需要认识到，陕西的做法确有瑕

疵。 因为按照现有政策，若经国家主管
部门同意，各地是有权设定当地保障利
用小时数的。 也就是说，陕西的新政是
否属于“擅自修改国家政策”，关键在于
其是否已经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同意。
但陕西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给出
正面回应。 在信息不通透的情况下，自
然难以甩掉“违规”的帽子。

敢于作为，更要善于作为。 当前的
新能源产业还在“保量保价”的温室之
中，但走出温室、参与竞争已是难以逆
转的大趋势。 需要强调的是，产业走出
温室的时间、节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
主管部门的政策决定的。若政策制定合
情合理、依法依规，陕西将为其他省区
探索新能源市场化提供一个有益的模
板，反之就会是一个“开了坏头”的负面
示范。

市场化探索要合情更要合规
■本报评论员

为应对骤增的“弃电”风险，陕西省发文要求降低 2021 年光伏、风
电保障利用小时数，并确立了“市场化规模逐年增加原则”，有业内人士
指称此举有违国家保障性收购政策———

2016—2020 年陕西新能源装机(单位：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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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新政是否违背了
现行国家保障性收购政策？

2019 年陕西外送电量：火电 74.16 亿千瓦时，
风电、光伏、水电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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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炼油企业
生存空间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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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难疏导
困住新能源配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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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油规模化
大开发须清“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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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磷酸铁锂电池
“余热”难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