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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全国拟在建火电项目
中，垃圾发电占比大幅提升，一系
列项目的密集获批、投产，垃圾焚
烧发电或将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对于严重的“垃圾围城”问题亦提
供了解决之道。业内专家表示，
城镇生活垃圾巨大的处理需求，
给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提供了
更广阔的空间。但该行业要实现
长期稳定的发展，还需要解决清
洁化发展、邻避效应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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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溪－2”项目计划在波罗的海海

底铺设管道，把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德

国，再通过德国干线管道输送到其他欧

洲国家。以德国为首的西欧国家对项目

态度积极，而乌克兰等东欧国家则尽力

阻挠这一项目，并得到了美国“撑腰”。

软硬兼施
美竭力阻挠俄向欧供气

□ 本报记者 焦红霞

□ 实习记者 吴 昊

6月6日，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

限公司宣布，近期取得甘肃临洮生物

质及垃圾发电一体化项目（垃圾发

电）和江苏滨海危废焚烧项目，涉及

总投资额约人民币6.16亿元，这一消

息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再度增添了

一抹“新绿”。

随着我国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将在强化生态环境保

护、补齐民生领域短板等方面日益担

负重任。

今年以来，全国拟在建火电项目

中，垃圾发电占比大幅提升，一系列

项目的密集获批、投产，垃圾焚烧发电

或将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对于严重的

“垃圾围城”问题亦提供了解决之道。

业内专家表示，城镇生活垃圾巨

大的处理需求，给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行业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但该行

业要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还需要解

决清洁化发展、邻避效应等问题。

布局加速 新项目频现

作为应对“垃圾围城”的主要路

径，垃圾焚烧发电是国家政策鼓励发

展的行业。为扶持行业发展，从

2000年开始，就不断有政策出台。

近年来，作为可再生能源的垃圾发电

装机量有了明显的增长。国家可再

生能源中心产业发展部研究员窦克

军告诉记者，从去年的装机容量来

看，垃圾发电的总规模已经超过了生

物质直燃发电的规模。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垃

圾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729万千

瓦，已超过农林生物质直燃发电的

714万千瓦。垃圾焚烧发电项目338

个，年发电量375.14亿千瓦时，年上

网电量300.72亿千瓦时，年处理垃

圾量10,080万吨。窦克军认为，“垃

圾发电在‘十三五’期间会成为生物

质发电的主要增长方式。”

中国生物质能联盟副秘书长

张大勇表示，从2016年开始，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开始快速发展，根据

2017、2016、2015三年垃圾发电发

展数据分析，未来五年将是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发展的高速增长期，装机容

量每年以30%～35%的速度增长。

他认为，这与十八大后党中央、国务

院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是密不可分的。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新能源

部主任谢宏文也赞同这一看法。她

对记者表示，2016年以来，随着我国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新型城镇化

发展，我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呈现了

一定的加快发展趋势，发挥着强化生

态环境保护、补齐民生领域短板的重

要作用。

记者了解到，各地纷纷加快了项

目的建设步伐。近日，唐山市计划新

建和改造10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其

中，有3个项目已开始施工。与此同

时，5月29日湖南省召开的城镇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推进会披露，

湖南垃圾发电正在加速推进，目前已

建成10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摆脱依赖 形成良性循环

根据2017年城镇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产业发展报告预测，到2025年，

垃圾焚烧发电装机容量将超过1500

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880亿千瓦

时，年处理垃圾约2.6亿吨，占年垃圾

清运量的比重超过60%；到2035年，

垃圾焚烧发电装机容量约2200万千

瓦，年发电量约1350亿千瓦时，年处

理垃圾约4.1亿吨，占年垃圾清运量

的比重超过75%。

面对未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业内人

士喜忧参半。在窦克军看来，面对“垃

圾围城”的问题，垃圾焚烧发电快速发

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作为一种依

赖补贴的可再生能源，很多项目都是

冲着补贴去的，0.65元的标杆电价对

建设垃圾发电项目有着很强的吸引

力，规模增长太快对补贴的可持续

性、稳定性都会造成一定的挑战。”

“因为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的资

金总量是有限的，风电、光伏的补贴

缺口现在已经很大，垃圾发电同样也

可能导致补贴压力的增加。”窦克军

进一步表示，“随着项目的增多，垃圾

发电抑或面临补贴逐步退坡，从而在

某种程度上限制增长。当规模达到

很高的程度，一旦补贴退坡，就会形

成非良性发展循环。

窦克军认为，垃圾发电不可能始

终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态势，各地都需

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当地的经济发展

水平和垃圾处理的刚性需求来考

虑。在他看来，东部经济较发达地

区，当地政府支付垃圾处置价格较

高，因此受到垃圾焚烧发电投资企业

青睐，但一些地区由于缺乏统一规划

出现了资源竞争，从而造成运营企业

出现原料问题。

鱼龙混杂 门槛亟待提升

除了对“补贴”的依赖，垃圾焚烧

发电还面临一些由来已久的困境，其

中，邻避效应一直掣肘着垃圾发电行

业的发展。深圳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宝安厂厂长钟日钢告诉记者，之所以

会有邻避效应，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企

业没有做好。他表示，垃圾发电厂的

后续运营尤其需要高标准，“尽管设

计阶段可以降低污染物，但很多企业

为了赚钱，在后续不去投入，所以政

府部门要加强监管。”

谢宏文则认为，垃圾焚烧发电产

生邻避问题的原因，主要是项目选址

不科学、不规范，选址管理不一致、不

统一，环保排放不达标等。谢宏文进

一步表示，提高项目建设质量，加强

规划布局和环保监测，将是未来垃圾

焚烧发电领域的重点工作。因此，未

来垃圾焚烧发电继续加快产业化发

展的同时，将向重质量、重环保、重监

管的方向发展。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垃圾发

电领域，政府、企业、民众应该形成一

个解决垃圾焚烧问题的闭环，而民众

是这个闭环里，接受环境服务的最终

用户。

在行业加速布局的同时，对于焚

烧发电项目的“鱼龙混杂”，相关政策

也开始逐渐趋严。今年3月，《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

件（试行）》（以下简称《条件》），提出

20条规定，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选址、技术工艺、环保监管等多方

面做出硬性要求，进一步规范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引导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同时对抑制垃圾发电投资恶性竞

争和净化垃圾发电市场也会起到一

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对此，张大勇向记者表示，《条

件》进一步提高了垃圾焚烧发电市场

的准入门槛，对防范垃圾发电邻避效

应，规范垃圾发电项目的建设运营都

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垃圾焚烧

发电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是一

个极大推动。谢宏文则透露，目前各

地正在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

期专项规划研究与编制。

毋庸置疑，无论是从环保的角度

应对邻避效应，还是规避风险，对于

垃圾焚烧发电这个行业来说，都需要

更高的标准和门槛，以及规范化的项

目监管。用“高标准”引导行业的发

展，垃圾焚烧发电才不会偏离良性运

行的轨道。

本报讯 记者张宇报道 今年北京

市煤炭消费总量计划削减至420万吨以

内，压减燃煤“主战场”将从市区转向农

村地区，从平原农村地区转向浅山区农

村地区，从燃煤设施改造转向运行服务

保障。

日前，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柴文忠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今年

设定压减到420万吨以内燃煤，是以去

年485万吨为基数，一是采暖锅炉煤改

清洁能源改造，压减约25万吨；二是实

施农村居民取暖清洁能源改造，压减燃

煤约30万吨；三是2017年的燃煤消费

中有一部分是工业燃煤，但是随着去年

的关停，自然消减约10万吨。

北京市压减燃煤的重点区域是：农

村地区完成450个村，450个村委会、村

民公共活动场所和5.3万平方米籽种农

业设施的煤改清洁能源；稳妥推进延庆、

平谷和密云三区实施采暖燃煤锅炉清洁

改造；启动燕山石化工业燃煤设施清洁

能源改造。

北京将加大采暖用煤削减力度，力

争在采暖季前完成延庆城东集中供热中

心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有序推进延

庆城南，平谷滨河、兴谷，密云太师屯等

城区及非建成区燃煤供热中心锅炉清洁

能源改造。

今年北京还将继续推进散煤治理，

按照全市平原地区村庄基本实现“无煤

化”的总体要求，力争年底前通过多种方

式，削减郊区民用散煤10万户左右。

垃圾发电 快发展还需高标准

北京今年煤炭消费总量
将削减到420万吨以内

随着我国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将在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补齐民生领域短板等方面日益

担负重任。图为志愿者在向社区居民介绍日常生活垃圾如何分类。（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本报讯 吞吐量是衡量港口市场地

位的经济指标，但环保指标同样不容忽

视，长三角港口群正在进行节能减排绿

色“变奏”。

来自上海组合港管委会的消息，长

三角港口群在船舶排放控制方面又有新

动作，今年将在核心港区适时提前实施

交通运输部方案的最新控制要求，即船

舶进入排放控制区核心港区必须换用低

硫燃油。

控制船舶燃油的硫含量是减少船舶

发动机运行中硫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的

有效手段，也是船舶排放控制区针对船

舶大气污染采取的主要控制方式。

自2016年 4月1日长三角率先启

动船舶排放控制工作以来，长三角船舶

排放控制运行机制不断完善，联防联控

水平不断提升，监管能力不断加强，岸

电、液化天然气和电动船新能源应用的

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稳步建成，船舶燃油

硫含量全面降低，空气中硫氧化物含量

显著下降，推进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积极

成效。

为提高停靠船舶使用岸电的积极

性，近日，上海组合港管委会下发了《长

三角船舶排放控制区“岸电应用试点港

区”工作方案》，通过尝试推进“岸电使

用成本分摊机制”，鼓励和推动码头岸

电技术部门主动对接船东，构建生态补

偿与保护长效机制。 （贾远琨）

长三角港口群
开启节能减排绿色“变奏”

本报北京6月11日电 记者张宇

实习记者吴昊报道 今天下午，国家

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张满英表

示，为合理反映光伏发电成本降低情

况，国家发改委不断调整光伏发电标

杆上网电价，降低全社会的补贴负

担，推动产业走向公平竞争、自主运

营、良性循环的健康发展轨道。

张满英指出，近年来，我国光伏产

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创新能力、竞

争力不断提升，这其中标杆电价、税收

支持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实行光伏

发电价格退坡，尽快降低补贴标准，

是国家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已

经明确的政策，市场也早有预期。

“本次下发的《关于2018年光伏

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进一步降低了纳入新建设规模

范围的光伏发电项目标杆电价和补

贴标准，普通光伏电站标准，普通光

伏电站标杆电价统一降低5分，一类

至三类资源区分别为每千瓦时0.5

元、0.6元、0.7元。”张满英介绍说，“自

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的分布式光

伏发电补贴标准也降低5分，具体为

每千瓦时0.32元，符合国家政策的村

级光伏扶贫电站标杆电价保持不变。

《通知》还明确，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推进光伏发电

平价上网，所有普通光伏电站均须通

过竞争性招标方式确定上网电价，国

家制定的普通电价只是作为招标的

上限价格。

张满英指出，降低电价主要考虑

三个方面：

一是组件价格快速下降。今年

以来，组件价格降速较快，常规组件

平均价格已由去年年底的每瓦3元

降至5月的2.5元，少数企业已经报

价2元，光伏组件平均价格与去年年

底相比降幅已达约17%。

二是与光伏领跑者基地招标上

限价格衔接。今年以来，国家能源局

组织招标的10个应用领跑者基地中标

价格，普遍低于同类资源区光伏电站

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平均下降0.24

元，降幅约36%。企业投标光伏领跑

者基地，需要在2018年光伏标杆电价

降低10%的基础上报价，相当于下

降5.5分~7.5分作为招标上限价格。

三是补贴缺口增长过快。截至

目前，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缺口累计

约1200亿元，并且还在逐年扩大。

去年以来，分布式光伏发电呈现高速

发展态势，今年1月~4月新增装机

近900万千瓦，同比增长约1.8倍。

按照分布式光伏新增1000万千瓦测

算，每年需要增加补贴约40亿元，补

贴20年，总计需要补贴800亿元。

分布式光伏发展过快，也存在不少风

险，需要通过价格杠杆发挥适当的调

控作用。所以，这次分布式光伏发电

补贴标准也相应下调5分。

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光伏发电

调价周期问题，张满英指出，光伏项

目建设周期较短，普通光伏电站的建

设周期一般为4个月~5个月，分布

式光伏的建设周期更短，从实践看，

一年调整一次价格未能及时反映产

业发展实际。

据记者了解，德国实行固定补贴

管理时，先是每年调整一次价格，之

后组件成本下降较快，改为一个季度

调整一次，最终改为两个月调整一

次。在我国，2013年8月，国家发改

委制定了分资源区的光伏发电标杆

电价政策，到2015年年底才制定新

的标杆电价政策。之后，2016年年

底、2017年年底分别调整了一次标

杆电价。“历次价格调整都是根据技

术进步、成本下降情况进行的，并没

有固定调价周期。若留‘缓冲期’会带

来‘抢装’问题，对产业发展造成负面

影响。”张满英解释说。

国家发改委：光伏电价调整推动产业良性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