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项目经济性

塔式光热发电规程正在征求意见———

光热标准体系不断完善
■本报记者 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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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2 月 28 日

新能源·政策8 □ 主编：董欣 □ 版式：侯进雪
□ 电话：010-65369452 □ 邮箱：dongxin0271@yeah.net

政策发布

山山西西芮芮城城：：光光伏伏基基地地““风风光光””无无限限

近年来， 山西
省运城市芮城县大
力发展绿色清洁新
能源，有效减少了传
统热煤发电比重 ，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实现。 图为芮
城县光伏领跑技术
基地。 人民图片

河南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2 月 23 日，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主办的光伏行业 2021
年发展回顾与 2022 年形势展望线上研讨
会在京召开。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2021 年
我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达到 5488 万千
瓦， 创历史新高， 光伏制造端产值突破
7500 亿元。

装机结构方面，截至 2021 年底，分布
式光伏累计装机规模超 1 亿千瓦， 约占
光伏累计装机规模的 1/3；2021 年， 分布
式光伏新增装机规模约 2900 万千瓦，约
占全年光伏新增装机规模的 55%， 首次
突破 50%， 成为光伏新增装机规模的主
力军。

“在过去的 1 年里， 我国光伏行业立
足新发展阶段，产业优势持续增强，依然
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实现了新突
破。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
处长邢翼腾肯定了光伏产业的亮眼成绩，
并指出我国光伏迈入了集中式与分布式
齐头并进的发展阶段。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坚持集中式与

分布式并举，大力推进光伏基地化开发，积
极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
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 规范推进光伏分布
式开发， 稳步推进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试
点工作， 确保试点工作始终保持正确的方
向。同时建立健全相关标准和规范体系，力
争为分布式特别是户用光伏开发， 营造良
好和规范的市场环境。 ”邢翼腾说。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2021 年光
伏新增装机规模远超预期。 中国光伏行
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认为， 国内光
伏发电项目储备量十分充足， 或将推动
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在 2022 年突破 7500
万千瓦。

实际上，光伏制造端正迎来新一轮扩
产潮。 2021 年，数十家光伏制造企业投资
超上千亿元开发建设新产线，覆盖硅料、
硅片、电池片、组件等光伏产业链各主要
环节。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杨旭东
指出，对面巨大发展机遇，光伏产业需迈
出高质量发展步伐。 “今年光伏产业产值
力争突破万亿元大关，我们将会同有关方

面加强监管，切实保障光伏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 ”

王勃华也强调， 需特别关注我国光
伏供应链协调发展的问题。 “由于供应链
各环节扩产周期不匹配，硅片、电池片、
组件的扩产周期远短于硅料和光伏玻
璃， 叠加供应链各环节规模也不匹配的
影响，硅料、光伏玻璃等产品极易出现供
不应求的情况，推动价格大幅上涨。 ”

2021 年，硅料、硅片等产品供不应求，
价格暴涨，导致国内光伏电站投资成本不
降反升。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
2021 年， 我国地面光伏系统初始投资成
本为 4.15 元/瓦左右， 同比增加 4%。 同
期， 我国光伏地面电站非技术成本占比
同比下降 3.2%， 组件费用占比同比增长
了 6.7%。

邢翼腾强调，产业链供应稳定、价格
平稳， 这是全行业的共同期待， 也符合
全行业的共同利益。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推动光伏行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
展，离不开产业链的有力支撑。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测，2022 年，随
着产业链各环节新建产能逐步释放，组件
价格将回归合理水平，光伏系统初始投资
成本将下降至 3.93 元/瓦。

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
所所长李琼慧指出，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
占比不断提升，新能源电力供应不足和在
大发期间消纳困难的问题将频繁交替出
现。 “十四五”期间，寻找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纳最佳解决方案将成为重点课题。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时璟
丽补充说， 保障可再生能源较高利用水
平、 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灵活性、引
导可再生能源电力参与市场化交易是影
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

对此，邢翼腾表示，将持续加强政策
供给，会同各部委推动出台新能源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政策。 “去年底，我们研究出台
了《光伏电站消纳监测统计管理办法》，也
启动了 《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的
修订工作，并公开征求意见，目前正在修
改完善。 ”

建设“一廊道、
两张网、三基地”

本报讯 2 月 22 日，河南省人民
政府发布《河南省“十四五”现代能
源体系和碳达峰碳中和规划的通
知》，该省在工业、建筑业、能源、交
通运输、服务业、农业、居民生活等
领域中， 能源行业碳排放占 50%以
上，是碳减排的关键领域。 《通知》提
出按照构建现代能源体系要求，综
合考虑全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交
通运输、 环境承载能力和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等因素， 优化能源资源开
发利用布局，建设“一廊道、两张网、
三基地”，形成区域优势互补、协调
互动的能源发展格局。

沿黄绿色能源廊道。 依托黄河流
域干支流沿线及周边区域优质可再生
能源资源，建设豫北黄河北岸、豫东黄
河故道、豫中南引黄受水区、黄河两岸
浅山丘陵区等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和
一批千万平方米地热供暖规模化利用
示范区，实施豫西、豫北等“可再生能
源+储能”示范项目，有力支撑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以提升能源系统综合效率为目
标， 实施能源大数据创新应用、“风
光水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
化等示范工程， 布局建设一批能源
云平台、智能电站、虚拟电厂、分布
式能源站、储能示范项目，推进能源
全领域、全环节智慧化发展。 （张辉）

江苏
支持沿海地区打造
可再生能源发展示范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印发《关
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实施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
非化石能源。 《意见》提出把碳达峰、
碳中和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以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
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 以改
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深入推进美丽
江苏建设， 大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 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 生活方
式、 空间格局，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

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 大力发展
新能源，规范有序发展氢能，推进风
光水火储一体化发展。 积极消纳区外
非化石能源，不断提高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 加快推进海上风电规模化发
展和“光伏+”综合利用，稳步推进地
热能源勘测及高效综合利用。 加快推
动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
统筹推进氢能“制储输用”一体化发
展，持续提升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消纳
能力和调控水平。 大力实施可再生能
源替代行动，支持沿海地区打造可再
生能源发展示范。 （徐子灵）

近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下发征求中电联标准
《塔式太阳能光热发电站定日镜场检测规程》（以下简称《规程》）意见
的函。 该标准规定了塔式太阳能光热发电站关键系统设备的检测条
件、检测设备和检测方法。

接受采访的业内专家认为，《规程》将促进光热行业健康发展。 “十四
五”期间，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光热发电行业有望迎来爆发式发展，装
机规模将达到 300万千瓦。

浙江可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工程师金建祥参与了《规
程》起草，他对记者表示，定日镜场作为塔式光热电站的核心组成部
分，对塔式光热电站实现高效率、安全可靠运行具有重大影响。 通过
制定标准，可以规范光热电站的设计、建设和调试过程，保障光热电
站的质量，为项目经济性保驾护航。

中电联标准化管理中心主任汪毅告诉记者，编制《规程》的初衷
是保障光热工程质量，引领光热行业发展。 目前，欧美国家也在加大
光热产业基础性研究，积极投入标准化工作。 中国已牵头开展了 4 项
国际光热标准编制工作，为光热发电标准化工作贡献了中国智慧。 国
内光热标准的编制，也为国际标准化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塔式太
阳能光热发电站定日镜场的技术要求及检测校准难度很大， 某塔式
太阳能光热发电站镜场控制系统校准工作长达 3 年。 ”

“《规程》编制后，已经进行了多轮修改。 ”金建祥表示，“主要
修改意见集中在检测指标的完整性 、方法的可实施性 、检测过
程是否清晰明确等方面，目前正在征求意见，期待业内积极反馈
意见。 ”

记者获悉，意见反馈时间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15 日。

近年来，我国光热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技术水平显著提升，2018 年以来已有 9 个
大型光热发电项目陆续投入运行， 装机容
量达到 55 万千瓦。 通过不断优化，项目的
性能和发电量逐步提升， 特别是青海中控
德令哈 5 万千瓦塔式光热项目， 各项指标
均已达到设计值， 验证了我国光热技术及
国产化设备的先进性及可靠性。 在业内人

士看来，这一批光热示范项目的建设，让我
国光热产业链逐步完善， 为今后的降本增
效打下了基础。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高级顾问、 中国电机
工程学会太阳能热发电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兼
秘书长孙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工程技
术标准是指导和规范工程建设工作的重要文
件， 只有掌握了相关技术并积累了工程实践

经验，才能编制出较高水平的工程技术标准。
我国通过第一批光热发电示范项目的建设，
带动了光热发电行业的快速发展， 总结这些
工程的建设经验及相关技术的应用情况，编
制相应的工程技术标准， 用以指导和规范以
后的工程建设工作， 不仅可以促进我国光热
发电行业发展， 还能提高我国发电技术和装
备的国际竞争力。

记者采访了解到，现阶段，我国正处于能
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期，光热发电逐渐
受到关注和重视，国家和各省市陆续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政策，行业正处于爆发前夜。

“尤其是国家新能源大基地项目大规模启
动后，一批超百万千瓦的项目得以推进。 ”浙江
高晟光热发电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章颢
缤认为，今后光伏、风电将与光热协同发展、多
能互补，光伏、风电装机规模不断扩大，成本进
一步下降，都成为光热发展的有利条件。

孙锐认为：“随着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量
增大， 电力系统对储能和灵活调节电源的需
求愈加迫切。 为了更好地消纳风电和光伏电
力，现在采用多能互补一体化项目的方式，为

光热发电项目配置风电和光伏发电资源，通
过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利润空间， 来弥补光热
发电的亏损， 可以短期解决光热发电的市场
需求，防止光热发电产业链发生断裂。 但它的
副作用已经显现， 风电和光伏的利润空间有
限， 地方政府限制了风电和光伏的装机容量
配比，项目单位为了实现合理的投资回报，不
得不削减光热发电项目的投资， 大幅减少集
热系统的规模， 导致光热发电的灵活调节功
能大打折扣。 ”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 我国已培育出完整
的光热发电产业链，但上网电价政策亟待完
善。 虽然现在提出要大力支持新型储能、光
热储能的发展，但没有明确具体支持政策和

补贴模式。 据了解，目前光热发电项目的上
网电价按照当地燃煤发电的基准电价执行，
导致投资无法实现经济回报。 “部分地方电
价过低，如青海省等适宜发展光热发电产业
的大省， 新能源标杆上网电价为 0.2277 元/
千瓦时，低于全国其他同类地区。 新能源配
建储能和光热发电后，整体收益率过低。 ”金
建祥直言。

2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
发布的《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
和政策措施的意见》已提出，完善支持太阳能
热发电和储能等调节性电源运行的价格补偿
机制。对此，金建祥建议，对光热调节性电源的
价格补偿机制可采用两部制电价。

提升国际竞争力

处于爆发前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