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阅读
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意味着从以前的“照单全收”变为以市场方式确定价格，但新能源出力没法提前准确预测，若与用户签订中长期带曲

线合同,将承担较大的经营风险，这是国内外电力市场设计面临的共性难题。 政府推动我国新能源实行保障性收购与市场化消纳两种交易机制，
不少地区发布引导新能源入市的方案，如何让新能源更好参与到市场交易中去，再度引发业界思考。

近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下发《光伏发电开发建
设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
稿》”）， 就进一步优化光伏电站开发建设管理公开征
求意见，时间为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5 日。

据了解，《征求意见稿》在 2013 年颁布的《光伏电
站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基础上修订形成，旨在更好指
导全面平价新时期光伏产业的发展。

明确并网项目类型

《征求意见稿》明确，光伏电站年度开发建设方案
可视国家要求，分为保障性并网规模和市场化并网规
模，各地分批确定保障性并网项目或者市场化并网项
目，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情况。

实际上，今年以来各地保障性并网与市场化并网
的界限逐渐模糊，大部分省份针对保障性并网提出了
配套储能要求，个别省份甚至以储能配比作为竞争优
选的得分项。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征求意见稿》提
出“可视国家要求分为保障性并网规模和市场化并网
规模”，即意味着可以不对两种项目加以区分。

“保障性和市场化并网推出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有
最低的开发量，保证如期实现‘十四五’目标。 但目前
来看，各省的计划开发量普遍比国家的‘十四五’目标
要高。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书长彭澎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进一步明确保障性并网项目和市场化并网项
目，对其规模、各种参数要求有了清晰的规定，便于电
站投资企业决策。 此外，‘光伏+储能’是趋势，但从目
前‘光伏+储能’项目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缺少明晰
的商业模式，项目中的储能部分纯粹变成应付政策要
求。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相关负责人建议，国家应对
“光伏+储能”项目中的储能部分，建立类似抽水蓄能
电站的定价机制及商业模式，从根本上促进项目整体
发展。

规范光伏市场开发

《征求意见稿》 提出，“未纳入光伏电站年度开发
建设方案的项目， 电网公司不予办理电网接入手续。
鼓励各级能源主管部门采取项目库的管理方式，做好
光伏电站项目储备”，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这进一步提
高了光伏电站投资建设门槛。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相关负责人认为，此项规定的
初衷在于规范现有的电站开发建设市场，引导有序开
发具备并网条件、消纳条件区域的光伏电站。

“随着分布式光伏市场的火热发展， 项目数量颠
覆性增长，涌入了成千上万逐利而来的‘新玩家’，有
的甚至盲目‘圈项目资源’，而他们对项目可行性的专
业判定能力参差不齐，在项目安全管理、质量管理和
运营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隐患。 ”联盛新能源集团总裁
田大勇表示。

田大勇告诉记者， 在充分的市场竞争基础上，需
要政府和电网公司承担起规划统筹、筛查把关、准入
管理等职责。 “在分布式电站统筹管理方面，江西省的
入库制度就是个很好的典范，通过远期库、近期库、优
选库等多轮筛查，最终确定出可行性最强、前期筹备
工作最充分的项目清单，并公示所有投资建设单位以
便于市场监督。 ”

“在‘十四五’规划宏伟的装机目标下，大批新手
一起冲入光伏行业分享盛宴。 提高光伏投资的门槛
与成本后，可减少一批无实力跨界者，留下一批有底
蕴有实力的跨界者，刺激技术创新，加快技术迭代和
产能替换。 ”东方日升相关人士表示。

缺少回收细则

《征求意见稿》 要求各级能源主管部门优化营商
环境，规范开发建设秩序，不得将配套产业作为项目
开发建设的门槛。

据了解， 尽管国家能源局多次强调优化营商环

境，但地方政府要求产业配套却屡见不鲜。 “部分地方
政府进行‘权力寻租’和‘垄断经营’的现象依然存在，
这暴露了这些区域因自身招商引资能力弱而剑走偏
锋的问题。 ”田大勇表示，“但国家近期陆续出台了多
项针对性文件，地方政府‘知错即改’的效率和态度也
有目共睹，整体投资环境正走向良性。 ”

《征求意见稿》 提出，“原则上由电网企业负责投
资建设项目场址外配套电力送出工程，对电网企业建
设有困难或规划建设时序不匹配的新能源配套送出
工程，允许发电企业投资建设。 ”但有业内人士认为，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部分的光伏电站项目送出工程
仍由企业自建，电网企业决策及实施流程漫长，很难
匹配光伏电站建设周期。 另外，由于价格等问题，大部
分项目无法执行回购。

今年 7 月印发的《关于做好新能源配套送出工
程投资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发电企业建设
的新能源配套工程， 经电网企业与发电企业双方
协商同意， 可在适当时机由电网企业依法依规进
行回购。

“政策明确了配套送出工程可由发电企业投资，
后期由电网企业回收这一大原则， 但是缺乏细则，存
在电网企业与发电企业对送出工程价格存在分歧的
现象。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相关负责人指出，“建议针
对这一现象，调研制定可操作执行的成本核算标准细
则，使得相关规定有切实的执行依据。 ”

新新能能源源““出出征征””电电力力市市场场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紫紫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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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就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征求意见———

光伏投资建设门槛拟再次提高
■■本报实习记者 姚美娇

我国新能源实行保障性收购与市场化
消纳两种交易机制，即合理利用小时数以外
电量参与电力市场， 以市场方式确定价格。
中国能源研究会配售电研究中心副主任吴
俊宏表示，新能源出力“看天吃饭”———出力
间歇、随机和波动。 “但是电力市场需要精准
对接供需，从年度、季度、月度、周、日前、日
内分解到小时。 新能源天生不可控，是国内
外市场设计的共性难题。 ”

新能源入市，市场主体面临“量价风险”
的双重挑战。 广东某售电公司蒋某指出，即使
电力市场相对成熟， 也难以避免可能出现的
“价格踩踏”，比如美国加州光伏装机多，白天
大量发电，供过于求价格自然低，低至零电价
甚至负电价。 “新能源的出力特性使其难以竞
得高价。 同时，新能源参与市场会拉低整体电
价，增大传统电源回收固定成本的难度。 ”

大唐甘肃公司工作人员赵克斌告诉记
者，新能源出力没法提前准确预测，若与用
户签订中长期带曲线合同, 将承担较大的经
营风险。 “假设新能源企业与用户在某时段

签订了中长期合同，约定 10 万负荷，价格为
0.3 元/千瓦时。如果发电量没有偏差，即按照
0.3 元/千瓦时结算使用电量。 如果约定的时
段无风或者阴天，新能源企业没发电，此时
的现货价格 1 元/千瓦时， 按照结算机制，新
能源企业相当于在现货市场上购买了 1 元/
千瓦时的高价电给用户，用户按照此前签好
的 0.3 元/千瓦时批发价结算，相当于新能源
企业每度电都要亏损 0.7 元。 ”他所说的情况
并非特例，损失的这部分钱是新能源不连续
出力的代价，全世界都如此。

实际上，新能源业主参与市场的积极性也
并不强。 “以前是‘保量保价’照单全收的‘甩手
卖家’，现在参与市场交易后不仅不保价，还要
起早贪黑预测电量，新能源技术上准备不足，
主观上比较抗拒。 ”某业内人士坦言。

我国正积极推动新能源参与中长期和
现货交易， 具体机制和衔接机制有待明确。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场研究所
所长陈皓勇表示， 国外电力市场已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或可提供相关借鉴与参考。

“怎么预测‘看天吃饭’的新能源发电
量？ ”“市场还不成熟，新能源参与中长期交
易太冒险了”“新能源进入现货市场根本不
挣钱”……

“新能源装机规模迅猛增加，只有电力市
场能堪消纳大任”“当务之急是讨论新能源怎
么参与市场，而不是要不要参与市场”……

新一年中长期签约季临近，不少地区发
布的方案显示， 将引导新能源逐渐入市，由
此引发了热议。 近年来，以市场化方式发展
新能源已成为业界共识，近期召开的“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也
指出， 要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
那么，新能源到底应该如何参与市场？

2021开发建设
风光项目 600万千瓦

本报讯 12 月 6 日， 安徽省能源局印发
《2021 年风电、 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方案的通
知》。根据《通知》，风电、光伏总计 600 万千瓦。
其中，风电项目共 19 个，并网容量为 142.6 万
千瓦， 要求配置电化学储能容量 60.04 万千
瓦，火电灵活性改造新增调峰容量 34.97 万千
瓦，且规定电化学储能电站连续储能时长为 1
小时。 光伏项目指标为 457.4 万千瓦，也均需
配置储能，总规模为 96.15 万千瓦，火电灵活
性改造调峰容量按照 1.1-1.5 倍配置。

其中，从投资企业来看，华润集团、华能集
团、金风科技、三峡集团均拿到 15 万千瓦以上
风电项目。 此外，《通知》强调了各投资企业要
切实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除并网消纳受限原因
外，光伏电站项目应于 2022 年底前首次并网，
2023 年 6 月底前全容量并网； 风电项目应于
2023 年底前首次并网，2024 年 6 月底前全容
量并网。 （杨晶晶）

全国首个省级整县光伏
开发工作导则出炉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能源局正式印发了
全国首个针对整县推进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
工作的省级实施导则《浙江省整县（市、区）推
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工作导则》（以下简称
“工作导则”），首次提出了“区域累计光伏发
电装机对当地电力规划最高负荷贡献比例”
的概念，明确提出各试点县（市、区）应按照当
地“十四五”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来确定
分布式光伏建设目标，新增光伏发电规模“十
四五”期间不少于 10 万千瓦 ，累计光伏发电
装机不应低于当地“十四五”电力规划最高负
荷的 15%。

《工作导则》 对各试点的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安装比例也提出了现有建筑物和新增建
筑物的安装比例要求。 明确特色小镇、开发区
（园区）要高比例应用，污水厂和自来水厂的应
用比例为 90%以上。 新建建筑能装光伏的区域
都要利用起来，并且设计时就要考虑光伏安装
条件，为更大规模地安装光伏准备好条件。 不
限制户用光伏的安装比例，在确保群众利益的
前提下，鼓励城市居民、农村户用屋顶安装屋
顶光伏。 （刘靖）

从“照单全收”到接轨市场
国际共性难题待解

入市难题多，为何还要推动参与？吴
俊宏表示：“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 高效
率消纳需要市场信号引导。同时，新能源
入市能倒逼其提高预测和报价能力，促
进电力供需平衡。新型电力系统中，新能
源作为主力电源应脱离补贴 ‘襁褓’，承
担起‘老大哥’的重任，参与市场是必经
之路。 ”

如何克服共性难题， 市场设计尤为
关键。机制不清晰会带来哪些风险？中国
电机工程学会电力市场专委会委员陈某
表示， 即便是预测明天的新能源出力曲
线准确率都不高， 更不要说一整年的预
测。 市场要提供足够多的长、中、短期曲

线合约并预测市场流动性， 避免将半年
前预测的曲线留到现货市场 “裸奔”，比
如上述度电亏损 0.7 元的案例。

赵克斌表示， 像甘肃河西走廊千万
级新能源基地， 有风有光的时候大家都
多，没有的时候大家都缺，相互之间无法
进行余缺互补和调剂， 当务之急是尽快
建立完善新能源参与的市场机制。

如何设计市场？“电力市场建设应该
把重点放到避险工具设计、 供需信息公
开透明、合约滚动交易、提升流动性和公
平性监管上面。 只有市场主体获得足够
的信息和风险对冲工具， 市场才不会沦
为‘赌场’，届时新能源曲线交易中长期

才能成为真正的避险工具。 ”陈某说。
蒋某认为， 市场设计要秉持技术中

立原则。 “不论新能源还是常规电源，用
电曲线必须分解至小时才能对接现货。
现在电力市场特别是新能源企业有个
普遍误区———‘新能源和其他电源不一
样，规则得按新能源的情况来，新能源
不方便这样的规则就得改成那样的’。
对电力市场来说，新能源产生的电与常
规机组产生的电没有任何区别，新能源
在电能量市场不应被特殊对待， 否则会
扭曲电能量价格信号，导致资源错配。新
能源企业方面，应转变经营策略，提高预
测能力。 ”

参与市场是必经之路 “破题”关键看规则设计

赵克斌认为，如何以“能量价值+绿色
价值”全面体现新能源价值，对构建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至关重要。

今年 9 月， 我国启动了绿色电力交
易试点，证随电走、证电合一。 但国际上
大多采取证电分离的做法， 而这也导致
了“证电合一”还是“证电分离”之争。

蒋某告诉记者，新能源与常规机组
在电能量市场竞争，绿证价格体现其环
保属性，“绿证”则是凭证，这是两个不

同的语境。 “换言之，新能源的的绿色属
性是在市场中应被特殊对待的地方，最
终电价应由两部分组成，市场电价和绿
证价格，也就是所谓的‘证电分离’。 只
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电力系统
效率和发挥绿色价值， 揉在一起效果会
打折。 ”

吴俊宏也认同这一观点， 如果单凭
电能量属性，新能源没有优势，但其环保
属性非常突出。新能源入市后，要想真正

流通起来， 需要把新能源的绿色属性和
电量进行分割。 如果新能源绿色属性未
被充分发挥，特别是光伏，大举入市后或
面临严重亏损。

某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记者， 何谓
“证电合一”“证电分离”，其实没有明确。
“但不论什么叫法，可再生能源电价应注
明 “环保电价＋电量电价” 具体组成部
分， 这是当前正在开展的绿色电力交易
试点美中不足的地方。 ”

“证电合一”还是“证电分离” 呼吁重视新能源绿色价值

安徽

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