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我国发电设备
产量创近 10 年新高

本报讯 记者赵紫原报道：中
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3 月 16 日发布
的《2021 年我国发电设备行业发展
情况及形势展望》(以下简称《展望》)
显示，2021 年我国发电设备产量达
到 1.35 亿千瓦， 同比增长 17.2%，
创近 10 年新高。 其中，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设备产量占比稳步提升，
达到 57.6%， 成为发电设备增长的
重要支撑。 预计今年全国发电设备
生产完成约 1.33 亿千瓦。

《展望》显示，2021 年，全国水电
机组产量 2017.8 万千瓦， 同比增长
18.2%。 其中，抽水蓄能机组产量占
水电机组产量比重快速提高 ，由
2016 年不到 1%提升至 2021 年的
32.7%。 风电板块成绩“亮眼”，对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量的贡献率为
72.2%。 核电设备产量稳步恢复，主
要供应机组有石岛湾 CAP1400 示
范工程 1 号和 2号，华龙一号机组漳
州 1号、防城港 3号和 4号、太平岭 1
号和 2号、霞浦示范快堆 1号等。

2021 年， 我国发电设备出口规
模保持稳定，可再生能源设备出口
规模占比提高。 全国出口发电机组
915.6 万千瓦，同比增长 0.1%，占发
电设备产量的 6.8%，国内企业新接
发电机组出口订单 1095.5 万千瓦。
其中，出口水电机组 181.2 万千瓦，
同比增长 27.7%； 出口火电机组
633.5 万千瓦，同比下降 8.1%；出口
风电机组 100.9 万千瓦， 同比增长
20%， 可再生能源设备出口产量占
比提高 6.1 个百分点。

肯定发电设备行业平稳增
长、积极布局新产业、有序转型等
成果的同时，《展望》 也指出了行
业短板：中小企业陷经营困境，转
型升级难；核电设备研发成本高，
国产化推广不顺利； 原材料价格
上涨，进一步影响企业盈利能力；
国外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 国际
项目风险加大。

针对今年能源行业发展，《展
望》预测，今年大型水电基地建设
将稳步推进， 抽水蓄能电站将加
速发展；煤电发挥保底支撑作用，
“三改联动” 助力能源转型提速；
风电机组大型化趋势明显， 海上
风电发展潜力大；核电在能源转
型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核
能综合利用成为发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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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改委日前发布
的 《服务推进自治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建设操作指引（1.0 版）》（以下简称《操作
指引》）明确，建设 4 小时以上时长储能
项目的企业， 允许配建储能规模 4 倍
的风电光伏发电项目。 记者注意到，新
疆以储能规模确定新能源项目的方
式， 有别于目前国内新能源配储的常
规操作。

目前，全国已有 20 多个省（区、市）
出台了新能源配建储能相关政策， 要求
新能源项目配置 5%—20%、1—2 小时的
储能项目。 此次新疆新能源配套储能的
推进路径，换算为新能源配储能比例为
25%，略高于其他省区。 业内人士认为，
作为新能源大省，新疆新能源产业近年
快速发展的关键掣肘就是消纳难题，打
破新能源配储常规模式，也是基于新能
源消纳压力较大的考量。

从配套新能源的 “配角” 变为项目
“主角”，新疆储能的角色置换，是否意味
着储能的身份定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未来，储能产业如何与新能源产业打好
“组合拳”，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

储能首次唱主角

“截至 2021 年底，新疆新能源累计装
机容量为 3659 万千瓦， 配套储能装机量
不到 30 万千瓦，占比不足 1%，远低于其
他地区要求新能源项目配储 5%—20%的
比例。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
能应用分会产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
锋告诉记者， 当前新疆储能产业规模跟
不上新能源发展要求， 作为新能源并网
的前置条件，必须将储能置于突出位置。

《操作指引》明确提出，建设 4 小时以
上时长储能项目的企业， 允许配建储能

规模 4 倍的风电光伏发电项目， 如建设
10 万千瓦/40 万千瓦时 （4 小时时长）储
能，可配置 40 万千瓦新能源项目。 “相当
于将一部分新能源发电项目的建设资格
交给储能企业， 由其自建或绑定给第三
方建设， 这是相关政策文件首次将储能
摆到这么高的位置。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曦指出，此举
将提高储能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

厦门科华数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
监陈超进一步指出，《操作指引 》 是对
2021 年 5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的 《关于
2021 年风电、 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
项的通知》的进一步细化，旨在鼓励各类
投资主体布局建设风电、 光伏等新能源
项目， 强调了储能在市场化并网项目中

的重要地位，体现出其平抑电力供需矛
盾、调节新能源波动的重要价值。

有望破解“弃风弃光”难题

新疆的“反向”操作将给产业链带
来哪些变化？

张锋认为， 以储能规模配建新能源
项目具有独特优势。 “当前新能源项目大
多盈利，而储能项目亏损情况较为普遍。
角色置换可以避免新能源项目建成后，
储能项目得不到落实导致的项目无法上
网，继而产生‘弃风弃光’问题，从整体上
提高新能源利用率。 ”他指出，新能源与
储能进一步绑定后， 为了拿到新能源项
目的建设资格，传统电力企业、大型新能

源企业会通过纵向一体化并购，整合一定
规模的专业储能企业， 进而丰富产业链、
壮大企业规模。反之，储能企业也可以借此
延伸主营业务，顺势并购新能源企业。 “这
两种路径都将产生一批综合性能源企业，
进一步提升头部企业的竞争力。 ”

对此， 王曦表示认同：“当前同时涉
足新能源和储能业务的综合型企业不
多，在政策引导下，行业上下游企业协同
将越来越紧密。 新能源侧配储多以电化
学储能为主， 通过布局储能项目拓展新
能源业务， 这对储能企业而言是一次延
伸发展的好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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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配角”到“主角”，新疆允许储能企业配建“风光”发电项
目，有别于国内新能源配储的常规操作———

储能角色迎来大转换
■■本报记者 卢奇秀 张金梦

财政部近日明确，今年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安排 300 亿元，较去
年增加 25亿元，进一步增加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补助支持城市———

用好暖民钱 办好暖心事
■■本报记者 朱妍

“又一个供暖季即将结束，去冬今春
屋里暖不暖？ ”记者近日拨通了河北廊坊
大城县望帆场村苏女士的电话， 询问取
暖情况。 苏女士答复：“燃气壁挂炉用着
省心，不用半夜起来添煤了，自己就能调
温度，今年没再停气受冻，暖和还干净。 ”

不过，苏女士对新型取暖方式的花销
也有担忧。“60 多平方米的房子，以前一个
冬天大概烧煤 1.5 吨，‘煤改气’ 后省着用
也要花 1500 元-1800 元。 幸好前几年都
有补贴，去年发了 600 多元，算下来不比
买煤贵多少。 供暖结束 3 个月左右，补贴
会直接打入银行卡。 今年气价涨了点，目
前还不清楚到底有没有补贴。 ”

据记者了解， 近年来， 根据各地实
际，中央和地方连续划拨专项资金支持
清洁取暖。 财政部近日发布的 《关于
2021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
更是明确， 今年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
治资金安排 300 亿元， 较去年增加 25
亿元， 进一步增加北方地区冬季清洁
取暖补助支持城市。

花多少钱才能温暖度冬， 既是老百
姓最关切的事， 也是清洁取暖项目的核
心问题。 那么，宝贵的清洁取暖资金如何
才能用在刀刃上？

多地补贴延续，不搞“一刀切”

苏女士的担忧不无道理。
河北省“气代煤、电代煤”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2018 年下发的 《关于调整完善
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财政补助政策的通
知》明确，运行补贴执行期暂定 3 年。 苏
女士家从 2018-2019 年采暖季实施 “煤
改气”，按照政策，2021 年补贴期限已满。

“有无补贴对使用意愿影响很大。 ”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炉具专委会秘
书长任彦波带队调研河北某地时发现，
若停止补贴，使用空气源热泵、燃气壁
挂炉、直蓄热式电暖器取暖的用户返煤
风险分别可达 15%、35%、80%以上。 “我
们专门做过调查， 七成以上的农村居民
希望取暖成本在 2000 元/年以下。 支出
的高低直接影响清洁取暖工程的持续

性，建议采取逐步退补方式，不宜‘一刀
切’停发。 ”

对此，地方政府已有针对性安排。 记
者从河北省财政厅获悉，今年河北拟投入
省级以上资金 117.6 亿元，完成“气代煤、
电代煤”工程扫尾，并将完善“双代”运行
补贴长效机制， 省级财政补助年限调整
为 9 年。 “这个采暖季结束还会补贴，我
们已经在统计使用情况了。 ”大城县政府
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另据了解，财政部、住建部、生态环
境部及国家能源局不久前联合发布的
《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北方地区冬季清
洁取暖项目的通知》 明确提出，“十四
五”期间中央财政将进一步扩大北方地
区冬季清洁取暖支持范围，对纳入支持
范围的城市给予定额奖补，连续支持 3
年，每年标准为省会城市 7 亿元、一般
地级市 3 亿元。 此外，天津、山西、内蒙
古、河南等地也下达了地方补贴计划，
要求结合项目实际运行、 农村收入水
平等因素，确保居民“用得上、用得起、
用得好”。

科学规划，把钱真正用在刀刃上

自2017 年推行北方清洁取暖改造
以来，中央财政截至去年已累计投入约
351.2 亿元， 地方补贴约为中央财政资
金的 3 倍。 巨额支出，让资金效益备受
关注。

“中央财政以城市为单位给予奖励，
累计下达河南省试点城市清洁取暖补助
资金 61.1 亿元……实现试点城市散煤
取暖销号和清洁替代，形成示范带动效
应。 ”财政部河南监管局近期在肯定当
地工作的同时，也指出清洁取暖补贴资
金绩效不高等问题。 “地方缺乏足够的
绩效意识，只注重财政资金使用，对资
金效能缺乏追踪和评价，‘为了上级政
策而补贴、为了推进项目而花钱’的心
态凸显，效益不高和铺张浪费现象时有
发生，影响了财政资金作用的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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