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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司风电场发电其他费用成本占比
93%，其他费用具体指哪些费用，能否列
示清晰，请解释下，感谢。 ”

“您好！感谢您的关注！风电场发电成
本主要为风电场折旧摊销费用，具体信息
请参照公司公告。 ”

上述对话是 7 月 16 日明阳智能董秘
在投资者关系平台上对投资者关心问题
的回复。

在可再生能源逐渐迈向全面平价上
网的进程中，风电场高比例的折旧摊销费
用是否还有降低的空间？ 风机作为风电
场的核心发电设备，其折旧年限到底是如
何规定的？ 能否通过折旧年限的延长摊
薄风电成本？

实际使用寿命普遍超 20 年

“目前，国内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项
目的折旧期并没有统一认定， 多数企
业的常规操作按 20 年计算 。 但事实
上，风机的实际寿命是通常要高于 20
年。 ”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将风机的
折旧期限延长， 可以更合理地反映出
风电的发电成本， 一定程度上能增强
成本竞争力。

20 年的折旧年限到底是如何得出的
呢？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指出，在风电项目立项、建设到实际

运营的全寿命管理期间，风电机组的折旧
都是与其设计寿命密切相关的，国际电工
委员会标准 IEC 61400-1 明确提出，陆
上风电机组的设计寿命至少为 20 年，因
此国内风电企业也就普遍将风电机组按
照 20 年进行折旧。

在现实操作中，风机的实际寿命到
底有多长呢？上述龙源电力负责人告诉
记者，在风电项目的实际运营中，实际
使用寿命超过折旧期是一种普遍现
象，尤其是对于早期设备，由于相关理
论和计算方法不完善、成本控制要求不
高， 关键部件与整机的安全系数较大，
使得风电机组的实际使用寿命普遍超
过 20 年。

折旧期延长有利有弊

既然使用寿命普遍超过折旧年限，
那么，风机的折旧年限是否可以相应延
长呢？

国内某大型发电企业财务负责人王
某告诉记者，其实，在 2010 年，他所在的
公司就经历过一次风机折旧年限的调整。
“在 2010 年之前，公司对于风机的折旧年
限一直按照 15 年处理。 当时国内基本没
有多少运行年限很久的风电场，对于风机
实际能运转多久大家心里都没底，主机厂
家、开发商、安装商、运维人员、技术人员

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给出的答案都不一
样，国家也没有强制性规定，所以当时我
们集团执行的是 15 年。 在 2010 年下半
年，随着行业的发展，公司统一进行调整，
改为了 20 年。 ”

延长 5 年折旧期限的影响有多大呢？
按照 2010 年前后的风电造价，王某计算，
一个装机容量在 5 万千瓦左右的风电场，
由于风机折旧年限拉长带来的成本影响
约为 750 万元/年。 “就全生命周期而言，
其实影响并不大。因为如果一个风机折旧
年限是 15 年，实际运行了 20 年，最后 5
年是可以不提折旧费用的，这在会计操作
上是允许的。 ”

此外，国内某风电主机厂商相关负责
人指出，当前风机折旧年限的标准主要参
考的是设计寿命， 一旦提高折旧年限，主
机厂也必须在生产制造端提升设计寿命。
“为了满足更长的设计寿命， 风机制造中
使用的钢材、木料、油品等一系列原材料
就都要升级，制造端成本一旦上涨，风机
就势必要涨价。所以不是单纯说延长折旧
就能降低成本的。 ”

除成本因素外， 上述龙源电力负责
人指出，按照过去 30 年风力发电技术发
展的速度来看， 风电机组更新换代的速
度越来越快，从高效、合理利用资源角度
来看， 设计和使用寿命过长难以促进新
技术、新材料的迭代，不利于推动风电产

业升级和良性发展。 “而且，风机的使用
寿命一定要考虑实际运行情况， 在通过
安全评估等综合考评后， 可以适当考虑
延长。但如果贸然提高，可能会使得风电
机组的运行安全性、可靠性无法保障，导
致事故的频发。 ”

海上风电或可区别对待

但与陆上风电不同，对于海上风电机
组而言，多数风电开发企业认为，由于工
程建设难度大、成本高，提高风机设计寿
命对于降低海上风电的度电成本是十分
有意义的。

前述专家指出， 如果从设计寿命入
手，将海上风电机组的服役期和折旧期从
20 年拉长至 25 年，同一项目预期售电收
入可增加 7%—8%， 度电成本可下降 4%
—5%。 “如果从 25 年延长至 30 年，则预
期售电收入可增加 4%—5%，度电成本可
下降 3%左右。 ”

“此前， 荷兰一家风机厂商就制造生
产了一款设计寿命高达 40 年的海上风电
机组，国际上一些海上风电起步较早的国
家现在都开始思考海上风场机组延寿的
问题。”上述专家指出，我国的海上风电尚
属发展初期，如果能够尽早规划，那么将
会对整个行业的成本竞争力的提升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

�� 风风电电项项目目的的设设备备折折旧旧期期多多为为 2200 年年，，普普遍遍低低于于风风机机设设备备寿寿命命，，一一定定
程程度度上上抬抬高高了了项项目目发发电电成成本本，，因因此此有有观观点点呼呼吁吁延延长长折折旧旧年年限限——————

风风机机折折旧旧年年限限太太短短了了吗吗？？
■■本报记者 姚金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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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完成能耗 “双控 ”任
务，《通知》从“十四五”期间拟投
产达产 、能耗 5 万吨以上的 “两
高”项目中，筛选了 28 个保留项
目并列出整改清单 。 记者注意
到，其中 7 个项目未取得节能审
查批复， 被要求停工整改；12 个
项目通过节能审查但仍需落实
能耗等量减量替换方案 ， “方案
需真实 、可靠 ，且相关置换源需
在项目投产前关停淘汰，未经批
复置换方案的项目不得投产。 ”

选择保留项目的标准是什
么？为何出现多起“未批先建”？还
有哪些节能减排措施？ 记者就此
采访陕西省发改委， 该委环资处
相关人员回复称，“涉及‘两高’问
题属于密件”、“比较敏感，没法作
答”，其他措施“还在制定，没有最
终明确”。

多位人士表示，严控“两高”盲
目上马的要求，给大批项目敲响警
钟，“叫停”反映出地方减碳降耗的
决心。

“但叫停并不意味着问题就
得到了彻底解决。 ”上述专家说，
仅榆林一地，就有陕煤、延长石油
等多个国企下属项目被叫停。 “他
们大多背负高昂财务成本， 工程
停了，人员工资、利息等费用仍需
支付。 比如示范项目已投入 200
多亿元，主装置区基本建设完毕。
从某种程度上说， 停一天就意味
着国有资产流失一天。 作为重点
项目， 当初一定是获得了上级同
意的，至少也是获得默许的。 若迟
迟无法解决指标问题， 损失该由
谁负责？ ”

记者了解到，7 月 27 日， 生态
环境部发布《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
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
的通知》 提出，2021 年 12 月底前，
试点地区发布建设项目碳排放环
评相关文件，基本建立重点行业建
设项目碳排放环评工作机制。 陕西
作为七大试点之一，其试点行业正
是煤化工。 这意味着，“碳评”将
和环评一样成为项目上马的前置
条件。

“不止陕西一地，化石资源富
集区均面临能耗、排放等指标日
趋收紧的现实，从地方到企业必
须制定明确的减排时间表、路线
图 ，仅靠短期停工停产 、简单置
换指标远远不够，要从根本上遏
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国家
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
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说， 煤化
工产业投资回报期多在 30—50
年， 不少高碳项目的碳排放将延
续到 2050 年前后，直接影响碳中
和进程， 还有可能压缩未来二三
十年的低碳技术发展空间。 “既要
看自身需求和发展实际， 更要把
大政方针放在第一位。 然而，不少
地方仍缺乏清醒认识， 局限于解
决眼前的指标任务， 没有长远眼
光与更高站位。 ”

延长石油西安洁净能源 （化
工） 研究院副院长杨东元称：“我
们近期调研了多个主要煤化工园
区， 发现不少负责人仍在想方设
法争取能耗、环境容量等指标。 实
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 不是到
2030 年达峰后才开始减排， 而是
要从今天起就启动减排加速度。
在此背景下， 地方政府和企业都
需要因势利导、主动作为，从观念
思路、项目布局、产品结构、工艺
技术等方面转型升级， 寻求适用
于自身发展的低碳路线， 等要指
标、放宽要求的侥幸心理，今后再
也行不通了。 ”

“推行碳减排 ，不等于什么
事情都不能做，碳减排与发展并
不相悖。 但是，究竟可以保留哪
些项目，必须要有全面评估。 ”潘
家华提出 ，以碳达峰 、碳中和目
标为依据，各地亟需对存量项目、
新建项目做好筛选工作。 “不同项
目的投资回报期有多久、 排放总
量有多大，哪些必须先退、哪些可
以缓缓， 哪些项目尚有节能减排
空间、哪些技术面临淘汰危机，以
及如何把项目资产闲置、退出的损
失降到最低，这些关键问题不能是
一笔糊涂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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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位于
宜昌市秭归县的三
峡库区首个水运应
用液化天然气项目
码头建设工地上 ，工
人正在开展低水位
钢联撑吊装焊接作
业，有序加快项目建
设进度。

该 项 目 位 于 三
峡大坝上游长江北
岸的归州镇，距离三
峡大坝约 36 公里，主
要建设 7000 吨级浮
式 LNG 加注泊位 ，
预计 2021 年年底可
具备运营条件。

人民图片

三三峡峡库库区区：：液液化化天天然然气气项项目目码码头头加加快快建建设设

7 月 28 日，国家能源局举行例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了 2021 年上半年光伏发
电并网运行情况。 数据显示，1—6 月，全
国光伏新增装机 13.01 吉瓦，其中，集中
式光伏新增装机规模为 5.36 吉瓦，分布
式光伏为 7.65 吉瓦， 占比分别为 41.2%
和 58.8%。

“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规模远超集中
式，成为上半年主要装机来源。”中国光伏
行业协会荣誉理事长王勃华指出，预计下
半年，分布式光伏市场将继续保持快速增
长态势，再创历史新高。

最后的补贴红利

国内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同比实现稳
步提升，分布式光伏功不可没。 国家能源
局数据显示，2020 年 1—6 月， 全国光伏
新增装机规模为 11.52 吉瓦。 其中，集中
式光伏新增装机 7.08 吉瓦， 分布式光伏
新增装机 4.44 吉瓦。 以此计算，今年上半
年集中式光伏新增装机同比下跌 24.3%，
而分布式新增装机大增 72.3%，两者的占
比也发生了互换。

王勃华认为，前 6 月分布式光伏新

增装机快速增长，主要是受补贴影响。
根据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 2021年

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2021年起， 对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工
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 中央财政不再补
贴，而新建户用光伏仍享有每千瓦时 0.03
元的补贴，总规模 5 亿元；明年起，新建户
用光伏项目中央财政不再补贴。 换言之，
目前除户用光伏外，光伏发电已全面实现
平价上网。

市场抢抓政策红利的最后窗口期，户
用光伏需求暴涨。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
截至 6 月底， 全国累计纳入 2021 年国家
财政补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装机容量达
5.86 吉瓦，远超去年的 2.04 吉瓦，同比增
长 280%，破历史纪录。

社会资本频布局

在业内人士看来，社会资本对分布式
光伏的青睐，除补贴窗口期外，还看准了
在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的大目标下，光伏产业面临的发展新
机遇。

国电投集团战略规划部战略管理处

处长李鹏认为，未来当风、光总发电量占
比超过 30%—40%时， 大电网系统的频
率、电压、功角稳定极限及高昂成本决定
了其消纳新能源的天花板，分布式+储能
将是未来能源供给的重要方式。

随着能源转型加速，越来越多的企业
发布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布局分布式
光伏成为了其达成目标的有效途径。比如
顺丰速运表示未来将采取可再生能源解
决方案，在合适的产业园投建光伏。 京东
则称，预计到今年底，公司光伏累计装机
规模将突破 200 兆瓦， 实现年发电量 1.6
亿千瓦时以上。

同时， 在国家能源局宣布启动整县
（市、区）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工
作后，大型发电公司、知名光伏企业均加
速拓展分布式光伏项目，一改此前分布式
光伏的“苍蝇腿”形象。

“整县推进”受青睐

据介绍， 我国建筑屋顶资源丰富，
开发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潜力巨大，但
此前由于建筑屋顶分布广泛、 资源分
散、单体规模小、开发建设协调工作量

大，一定程度制约了屋顶分布式光伏更
大规模发展。

北京智慧阳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淑娟表示，整县推进模式促使分布
式光伏摆脱了传统小而散的开发模式，让
规模化开发分布式项目成为可能。

在此背景下， 整县推进试点在各省市
广受青睐。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司副司长王大鹏表示：“截至目前，已有
浙江、河南、湖北、江苏、广东、陕西、安徽
等 22 个省（区）提交了试点方案。 从上报
情况来看，东中部地区上报试点数量相对
较多，这与国家在东中部地区大力推广分
布式光伏的布局相符。 ”

集邦咨询旗下新能源研究中心集邦
新能源网（EnergyTrend）分析，目前，大部
分省市已经完成试点申报工作。 下一阶
段，各地将根据方案自行组织实施，确定
开发主体，进行项目备案、采购招标等。
部分项目已与开发商签约， 预计将在第
四季度建成并网， 有效支撑年内光伏新
增装机量。

王勃华预测，下半年分布式光伏市场
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推动全年新增
装机规模的提升。

上半年新增装机规模远超集中式电站，业内普遍预计下半年增长态势依旧———

分布式光伏势头强劲
■本报记者 董梓童

“等要指标、放宽要求
的侥幸心理， 今后再也行
不通了”

全球最大在建
煤化工项目被“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