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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布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 ，
2020 年， 我国新增户用光伏装机突
破 10GW，其中山东省以约 4.66GW
的新增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借鉴山
东户用光伏发展的经验， 张晓斌表
示， 在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的过程
中，“要特别注意防范来自金融和电
网方面的风险”。

“基于电价、辐照条件等客观优
势， 山东针对户用光伏的金融支持
相对完善， 地方区县的银行也非常
看好户用光伏的发展， 提供各种各
样的金融产品供老百姓选择， 有些
甚至可以做到‘零首付’，但这种产
品可能并不适合无差别地在全国推
广。 ”张晓斌指出，在整县推进分布
式光伏发展的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

规避金融风险。 “五六年的 ‘光伏
贷’，低首付甚至零首付，很多地方
的光照和消纳条件， 并不能支持这
样的金融服务。 所以，金融支持首先
要能算得过账来，不能盲目效仿，否
则一哄而上，后续很容易出问题。 ”

此外 ，张晓斌还建议 ，针对农
村的户用光伏开发，可以考虑配置
适当规模的储能装置。 “农村电网
本身就比较薄弱，而且农户自身的
用电量不高，户用光伏基本都是采
用‘全额上网’模式。 只有三五户人
家的时候问题不大， 一旦整县推
进，规模扩大，就可能对电网构成
冲击。 可以考虑以村或镇为单位，
配置小规模的集中式储能，由电网
进行统一调度。 ”

政府在考量企业的综合优势，
企业也在权衡参与的利弊得失。

根据国家能源局上半年发布的
《关于 2021 年风电、 光伏发电开发
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2021 年户用
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财政补贴预算额
度为 5 亿元， 户用光伏发电项目由
电网企业保障并网消纳。

“补贴和消纳保障确实能够激
发一定的开发积极性， 但对于大企
业而言，坦白讲，户用光伏本身的吸
引力还不够强。”有意愿参与广东省
整县户用光伏开发试点的企业负责

人告诉记者，“户用光伏看起来一个
村、一个县，但其实开发几千户的利
润， 也不一定顶得上持有一个集中
式地面电站的盈利。现在省里也好，
国家也好，都要推分布式光伏，我们
可以做，但做完之后，是不是可以在
同一区域或者附近区域给我们一些
集中式开发的土地资源？ 是不是在
后续招投标的过程中， 可以在同等
条件下对参与过当地户用光伏建设
的企业给予适当政策倾斜？其实，企
业更看重的是户用光伏开发后的
‘连带效益’。 ”

近日，山东、福建、陕西、广东等省相继出台分布式光伏整
县推进试点工作的通知。 本月初，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还
曾到山东省座谈调研， 专门听取了有关方面对整县推动分布

式光伏规模化开发试点工作的意见建议。
点多面广的分布式光伏为何迎来各地整县推进的热潮？

在试点建设过程中，又有哪些问题需要未雨绸缪？

“要防范来自金融
和电网方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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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解， 在山东省召开的整县推动分布式光伏开发
试点座谈会上，华能山东公司、国电投山东分公司、山东能源
集团、山东高速集团等央国企相关负责人参会，对整县分布式
光伏规模化开发建设提出初步想法。

福建省发改委在《关于开展户用光伏整县集中推进试点工
作的通知》中提出，可根据地方意愿推动“一企包一县”等建设
模式，协调具备实力的大企业参与建设，提升试点工作成效。

央企国企入场、大企业参与，一向以民营、小微企业为
主流的分布式光伏市场如何迎接新“入局者”？

“整县推进的思路，说明国家支持光伏发展、支持分布
式能源，希望全民都能逐步提高对清洁能源的认知，这是
好事。 在市场不是很成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可以考虑
尝试‘一企包一地’的模式，以快速带动当地装机量的增
长。 ”在山东省太阳能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山东省新能源
产业协会光伏专委会主任张晓斌看来，对于像山东这样的
户用光伏市场非常成熟的地区，则不应该采用“一企包一
地”的方式去推进。 “就政府监管角度而言，‘一地一企’方
便管理和调度，一旦出现问题找一家就行了。 但这是不符
合市场规律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提出市场化、竞争化的
方案，让用户自主选择。 ”

“实际上，央企由于体量大，反应速度相对慢，在开展
分布式光伏项目过程中，确实存在许多难点。 分布式光伏
一般单体规模都比较小，央企的人力成本相对偏高，项目开
发、管理成本就会推高。”北京智慧阳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淑娟坦言，“分布式光伏电站分布广、站点多，管理困
难，运维难度大，需要服务好、反应快的企业，但在这些方面
央企并不占优势。 ”

对此， 某欲开展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试点省份能源
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试点过程中，对于参与企业的类
型会采取开放态度，“遵循市场化方式， 欢迎多元化的企
业加入”。

“分布式光伏涉及到众多的老百姓和工商业企业， 参与
开发的企业在综合实力、口碑信誉等方面一定要有保障。”上
述负责人指出，希望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出适合自己的开
发模式，“现在还是一个因地制宜、集思广益的阶段。 大型央
国企和小微企业可以有机结合，各自做好擅长的部分。 比如
大型企业可以统一规划设计，而在具体施工过程中，尤其是
过于分散、零散的工程，则可以和当地的小微企业合作，共同
推进。 ”

““企企业业更更看看重重的的是是
开开发发后后的的‘‘连连带带效效益益’’””

““应应提提出出市市场场化化、、竞竞争争化化的的方方案案，，
让让用用户户自自主主选选择择””

鲁鲁粤粤陕陕闽闽四四省省相相继继出出台台分分布布式式光光伏伏支支持持政政策策——————

““整整县县推推进进””潜潜在在风风险险需需未未雨雨绸绸缪缪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姚姚金金楠楠

����本本报报讯讯 记记者者董董欣欣报报道道：：近近日日，，国国家家住住房房和和城城乡乡建建设设部部、、生生
态态环环境境部部、、国国家家能能源源局局等等 1155 部部门门发发布布了了《《关关于于加加强强县县城城绿绿色色
低低碳碳建建设设的的意意见见》》（（以以下下称称““《《意意见见》》””）），，要要求求推推广广分分散散式式风风电电、、
分分布布式式光光伏伏、、储储能能、、智智能能光光伏伏等等清清洁洁能能源源应应用用，，提提升升屋屋顶顶光光伏伏
比比例例和和实实施施光光伏伏建建筑筑一一体体化化开开发发等等。。

县县城城是是县县域域经经济济社社会会发发展展的的中中心心和和城城乡乡融融合合发发展展的的关关键键
节节点点，，是是推推进进城城乡乡绿绿色色发发展展的的重重要要载载体体，，以以绿绿色色低低碳碳理理念念引引领领
县县城城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推推动动形形成成绿绿色色生生产产方方式式和和生生活活方方式式，，有有助助于于
促促进进实实现现““碳碳达达峰峰、、碳碳中中和和””目目标标。。

《意见》要求加快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推广应用绿色
建材。 提升县城能源使用效率，大力发展适应当地资源禀赋
和需求的可再生能源， 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地热能、 生物质
能、空气源和水源热泵等，推动区域清洁供热和北方县城清
洁取暖，通过提升新建厂房、公共建筑等屋顶光伏比例和实
施光伏建筑一体化开发等方式，降低传统化石能源在建筑用
能中的比例。

建设绿色节约型基础设施。 《意见》倡导大分散与小区域
集中相结合的基础设施布局方式，因地制宜布置分布式能源，
减少输配管线建设和运行成本， 并与周边自然生态环境有机
融合。 构建县城绿色低碳能源体系，推广分散式风电、分布式
光伏、智能光伏等清洁能源应用，提高生产生活用能清洁化水
平，推广综合智慧能源服务，加强配电网、储能、电动汽车充电
桩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还鼓励积极开展试点。 各地要
根据本地实际，选择有代表性的县城开展试点，探索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要对本地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情况
进行评估，总结工作进展成效，及时推广好的经验模式。 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在乡村建设评价中对县
城绿色低碳建设实施情况进行评估，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
改进措施，指导各地加大工作力度，持续提升县城绿色低
碳建设水平。

实际上，山东、福建、广东、陕西等省于近期相继启动了“分
布式光伏整县推进试点”工作，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
现，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也公开表示，将大力推行绿色用能
模式，将以更加严格的能耗标准，支持推动重点行业和领域非
化石能源的替代和用能方式的改变，推动加快发展建筑光伏一
体化等绿色用能模式。

1155部部门门联联合合发发文文
力力推推分分布布式式光光伏伏发发展展

6 月 9 日，高达 32 米、重达 5600 吨的“庞然大物”，稳稳地移装到了半潜式驳船上，并将从浙江舟山运往广东阳
江沙扒附近海域。

据了解，该“庞然大物”是国内首个浮式海上风电半潜式基础平台，设计吃水 13.5 米，将作为承载海上风电机组
的基础平台，应用在广东浮式海上风电项目试验样机工程中。 人民图片

浙浙江江舟舟山山：：国国内内首首个个浮浮式式海海上上风风电电半半潜潜式式基基础础平平台台起起运运

国家发改委

新建风光项目
以煤电基准价上网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6 月 11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
《关于 2021 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明
确 2021 年起，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
项目和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以下简称“新建项目”），中央
财政不再补贴，实行平价上网，上网电价按当地燃煤发电
基准价执行。

《通知》强调，新建项目可自愿通过参与市场化交易形
成上网电价，以更好体现光伏发电、风电的绿色电力价值。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指出，根据初步测算，在执行各地燃
煤发电基准价的情况下，2021 年新建光伏、 陆上风电项目
全生命周期全国平均收益率均处于较好水平， 资源条件好
的省份的新建项目、技术和效率领先的新建项目，能够实现
更高收益。 考虑到部分用电企业希望与新能源发电企业直
接开展市场交易购买绿电并支付更高价格，《通知》 明确新
建项目可自愿参与市场化交易。

上述负责人透露，针对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下一步，
将进一步细化具体实施政策，确保全年新建并网规模达到
1500 万千瓦以上。

此外，《通知》规定，2021 年起，新核准（备案）海上风
电项目、光热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由当地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制定，具备条件的可通过竞争性配置方式形成，上网电价
高于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的，基准价以内的部分由电网企
业结算。同时，鼓励各地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支持光伏发
电、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光热发电等新能源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

据悉，《通知》将于 8 月 1 日起正式执行。

湖北省能源局

优先支持风光火互补、
风光储项目建设

本报讯 6月 7日，湖北省能源局发布了《湖北省 2021年
新能源项目建设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下称 “《征求意见
稿》”），提出充分发挥源网荷储协调互济能力，提升新能源并
网友好性和电力支撑能力，提高存量电源调节能力和存量输
电通道利用水平，优先支持风光火互补项目、风光储项目建
设，优先支持利用现有升压站和送出工程建设的续建项目。

在新能源项目配置标准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按
照配套的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或在建煤电项目、 抽水蓄
能电站新增调峰能力的一定比例进行配置。 一是风光火
互补基地，按照不超过煤电新增调峰量（机组灵活性改造
后的调峰容量或在建煤电项目设计调峰容量-电网常规
要求调峰容量（即煤电装机的 50%）下同)的 2.5 倍配置新
能源项目；二是风光水（抽水蓄能）基地，按照不超过抽水
蓄能电站容量的 2 倍配置新能源项目；三是风光火（水）
储基地， 按照不超过煤电新增调峰容量的 2.5 倍配置新
能源项目或不超过抽水蓄能电站容量的 2 倍配置新能源
项目。 （姚美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