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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竞价是指在确定的补贴资金
预算总额下，将上网电价作为重
要竞争条件，优先支持电价退坡
力度大的项目，以加速补贴退坡，
扩大市场规模。今年用于补贴竞
价项目的预算总额为10亿元。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竞价项目名
单的出炉，正处于全面实现平价
上网关键时期的光伏产业将呈现
良好发展态势，向高质量发展迈
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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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能源动态

7月1日，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在京举行综合智慧能源技术方案推介

会，正式发布了国家电投智慧能源产业品

牌和综合智慧能源整体解决方案，同时围

绕24个典型场景进行全方位技术推介。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综合智慧能源整体解

决方案分为智慧城镇、产业园区、能源基

地、集群楼宇四大类型，是基于实践中对

24个典型场景用能、供能特点的研究，针

对制约综合智慧能源发展的痛点、难点，

提出的标准化、模块化、菜单式的一站式

解决方案。

8版

6月29日，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绿色产业发展园区，光伏电站工作人员查看电池组件。该园区规划总面积为

3028.5平方公里，分新能源发电区（光伏发电园、风力发电园）和工业加工制造区，不仅保护了当地脆弱的生态，绿色清洁

能源也从园区源源不断向外输送。 张添福 摄

我国首台500千瓦波浪能
发电装置“舟山号”交付

本报讯 自然资源部支持的“南海

兆瓦级波浪能示范工程建设”项目首台

500 千瓦鹰式波浪能发电装置“舟山

号”日前正式交付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

“舟山号”由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研发

设计，招商局重工（深圳）有限公司建造，

是我国目前单台装机功率最大的波浪能

发电装置。日前，招商局重工（深圳）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熊登攀与中科院广州能

源所海洋能研究室主任盛松伟签订交付

确认书。

据介绍，为解决海洋开发供电难题，

培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

设立海洋可再生能源项目“南海兆瓦级

波浪能示范工程建设”，在珠海市大万山

岛开展兆瓦级波浪能示范场的建设。本

次交付的500千瓦波浪能发电装置是该

波浪能场的首台进场装置，拥有中、美、

英、澳四国发明专利，设计图纸获法国船

级社认证。

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后续将联合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招商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

单位，开展波浪能发电技术的工程化、实

用化和规模化研发工作，积累波浪能装

备并网运维经验。

（荆淮侨 马晓澄）

塔里木油田
提升南疆天然气供应能力

本报讯 在克服重重困难、历经11

个月的紧张建设后，位于祖国西端帕米

尔高原上的塔里木油田阿克莫木气田地

面工程日前全面投产，正式向南疆天然

气利民工程管网供气。

阿克莫木气田产能建设工程于

2019年8月10日开工建设，包括新建一

座年处理天然气10亿立方米的处理站

及相应的配套工程，全部工程计划年底

竣工。届时，阿克莫木气田的天然气日

外输量将达300万立方米。这项工程的

投产，将有效缓解南疆四地州工业和民

用气的紧张状况，对拉动南疆经济增长

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阿克莫木气田原有的处理站于

2004年建成投产，天然气日处理能力为

130万立方米，但已无法满足南疆地区

冬季天然气需求。在开展阿克莫木气田

产能建设工程的同时，塔里木油田公司

还开展了南疆天然气管网增压工程建

设，在阿克苏地区和喀什地区新建了两

个增压站，进一步增强南疆天然气供应

能力。

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是中国石油援

疆的“一号工程”，承担着向和田地区、喀

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

苏地区等南疆四地州供气的重任。阿克

莫木气田是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管网主

力气田之一，随着其产能建设工程完工，

将进一步保障当地用气需求，改善当地

生态环境，助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

（顾 煜 杜 刚）

□ 本报记者 吴 昊

日前，国家能源局正式公布了

2020年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补贴竞价

结果，全国总装机容量达2596.7208

万千瓦，共434个项目纳入国家竞价

补贴范围，覆盖 15 个省份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占申报总容量的

77.5%。其中新建项目2595.7973万

千瓦，已并网项目0.9235万千瓦（均

为2020年度并网项目）。

补贴竞价是指在确定的补贴资

金预算总额下，将上网电价作为重要

竞争条件，优先支持电价退坡力度大

的项目，以加速补贴退坡，扩大市场

规模。今年用于补贴竞价项目的预

算总额为10亿元。业内专家表示，

随着竞价项目名单的出炉，正处于全

面实现平价上网关键时期的光伏产

业将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向高质量发

展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机制更加成熟，营造
稳定市场

据记者了解，今年是我国光伏发

电实施“竞价机制”的第二年。2019

年5月30日，国家能源局出台《2019

年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工作方案》，提

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明确除光伏扶贫、户用光伏外，

其余需要国家补贴的光伏发电项目

原则上均须采取招标等竞争性配置

方式，通过项目业主申报、竞争排序

方式优选确定国家补贴项目及补贴

标准。

今年3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

于2020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有关事项的通知》，启动了2020年光

伏发电国家补贴竞价项目申报工作，

明确2020年光伏发电建设管理的有

关政策总体延续2019年机制，其中

补贴竞价项目（包括集中式光伏电站

和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按10亿

元补贴总额组织项目建设。

对此，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信

息中心副主任徐国新指出，与去年相

比，补贴竞争机制更加成熟，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竞价工作各

省组织有力有序，今年青海、内蒙古

等多个省区组织开展了省内竞争配

置工作，准备工作更扎实，申报项目

各项支持性文件更齐备；二是国家层

面竞争更为充分，今年项目未入选主

要原因是降价幅度偏小，竞价排序靠

后，体现出国家统一竞价对于补贴退

坡的良好效果；三是企业申报工作更

具经验，项目信息填报总体规范有

效。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价经验的大

型企业，今年入选规模较大，体现了

对竞价机制的适应性。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刘译阳对这一分析表示认同。他告

诉记者，由于土地合规性瑕疵和电网

接入没有协调好，2019年部分项目

未能如期完成。而在今年，企业在土

地和电网合规方面都非常慎重，同

时，国家能源局要求电网提前公布全

年消纳容量，对企业做电网接入十分

有利，加之青海、内蒙古等省区先期

进行了省内竞争配置，也使项目各项

条件更加成熟，今年项目的完成率将

大幅高于去年。

布局更加广泛，有望
“全面开花”

据徐国新介绍，今年，全国共有

22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

4168个项目申报光伏发电国家补贴

竞价，总装机容量为3350.9114万千

瓦。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

按照10亿元的补贴总额对通过复核

的补贴竞价项目进行了排序，据此提

出了纳入2020年国家竞价补贴范围

的项目名单，总装机容量2596.7208

万千瓦。

其中，普通光伏电站项目 295

个、装机容量2562.874万千瓦，占纳

入项目总容量比例为98.7%；全额上

网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137个、装

机容量33.0468万千瓦，占纳入项目

总容量比例为1.3%；自发自用、余电

上网分布式光伏项目2个、装机容量

0.8万千瓦，占纳入项目总容量比例

为0.03%。“同去年竞价结果相比，今

年光伏建设单体规模更大，布局更加

广泛，这会助推行业集中度持续上

升。”刘译阳表示。

刘译阳进一步分析指出，从上游

制造端来看，将带动制造端的需求，

提高产能利用率，产业链各环节价

格经历上半年的大幅下滑后，将趋

于稳定；从下游应用端来看，项目

规模的扩大能够有效降低集采价

格，从而提升项目经济性，减少项目

作废的风险，保障全年的市场需求及

并网规模。“考虑到下半年全球疫情

影响的缓解，行业发展将逐步回暖。”

刘译阳说。

记者了解到，此次纳入国家补贴

竞价范围的项目只是今年全国光伏

发电建设规模的一部分，加上今年安

排的户用光伏项目、平价项目以及

2019年结转至今年并网的竞价项目

等，今年光伏发电建设投产规模稳中

有升，有力保障了行业的持续健康高

质量发展。

目前已有多省市安排了光伏平

价上网项目名单，也为今年光伏行业

的稳增长带来利好。“从竞价结果和

各省已公布的平价项目名单来看，今

年光伏建设规模更大，布局更加广

泛。”徐国新表示，随着竞价和平价项

目名单的相继发布，下半年光伏行业

有望迎来建设高潮，行业将迎来“全

面开花”的发展势头。

光伏+储能，未来发展
趋势

据记者了解，国家有关部门实施

光伏竞争性配置，旨在通过技术进

步、产业升级、管理提升、减少非技术

成本，最大程度降低光伏补贴需求，

推动光伏走向高质量发展。数据显

示，纳入2020年国家竞价补贴范围

的项目中，单个项目最低电价为

0.2427元/千瓦时，单个项目最低补

贴强度仅为0.0001元/千瓦时，电价

和补贴下降明显。

徐国新告诉记者，纳入2020年

国家竞价补贴范围项目平均降价幅

度达到0.0785元/千瓦时，与采用指

导价相比，可大大节省国家补贴资金

需求。他表示，竞价机制下，入选企

业普遍实力较强，项目单体规模较去

年有所提高，更有利于实现规模化、

集约化建设，提高项目自身经济性，

推动光伏高质量发展。

对此，业内专家指出，“十四五”

期间，新的技术、应用模式将持续呈

现，而新商业模式的应用、分布式市

场化交易也需要在“十四五”期间取

得突破。“光伏+储能”将在“十四

五”期间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这一趋

势在今年已经出现。

记者了解到，近期，山东、湖北等

多个省份发布的2020年风电、光伏

发电项目的建设方案和申报要求中，

明确鼓励新能源电站配置储能，提出

优先支持配置储能的新能源发电

项目。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我国光伏行

业将在“十四五”初期进入全面平价

阶段，而近年来为无补贴阶段的到来

而探索的市场化机制将在未来扮演

重要的角色。

□ 姜 琳 杨 迪

随着四川阿坝夹壁至马塘110

千伏线路工程带电投运，“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农网升级改造全面

完成。

这意味着，“三区三州”进入“大

电网”时代，近1900万居民实现从

“用上电”到“用好电”的转变，“电灯

不亮”“机器不转”成为历史。

“能随时在家给手机充电，
实在太好了”

海拔5000多米的哲拉山中，只

有9户人家的南雪村是林芝地区最

偏远的村落之一。6月15日一早，村

民们不约而同来到村口崭新的变压

器下。随着施工人员送电操作完成，

清脆的鞭炮声响彻山谷。

“过去全村40几口人靠一台只

有12千瓦的小水力发电机供电，东

家点灯西家灭。到了冬季，大雪封

山，根本发不出电，全村几乎无电可

用。”村民仁次多吉跑回家，一边说一

边打开了电视机。

“看这画面多稳定。”仁次多吉笑

得合不拢嘴，“以后能随时在家给手

机充电，实在太好了！”

作为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

头”，“三区三州”中的许多地区位置

偏远、环境恶劣，过去一直靠小水电、

小光伏电维持生产生活。

2018年，我国启动“三区三州”、

抵边村寨农网改造升级攻坚三年行

动计划。截至今年6月末，改造升级

全面完成。偏远贫困地区基本实现

大网电延伸覆盖，供电“卡脖子”、低

电压、可靠性差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

化解。

2018年~2020年，国家电网公

司累计投资304亿元至“三区三州”

电网建设，四川、甘肃、青海、新疆和

西藏的198个贫困县用电条件显著

改善，近1800万居民生活质量明显

提升。

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公司也累计

投入10.2亿元，完成“三区三州”中云

南迪庆、怒江等深度贫困地区农网改

造升级攻坚任务，惠及农村居民近百

万人。

“稳定电”让“民宿火起来”
“机器响起来”

“三区三州”电网建设工程的实

施，解决了深度贫困地区供电“最后

一公里”问题。机电设备在生产经营

中得以广泛应用，拉动相关地区发展

特色畜牧业、旅游业以及农产品生产

加工，带动村民脱贫增收。

不久前，甘肃甘南州临潭县八角

镇牙扎村，电力人员为村里的低压线

路更换了崭新的电表箱。这里居住

着175户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村民

李海峰开了一家花谷民宿，对“稳定

电”格外期盼。

“之前连煮饭用电都成问题。旺

季时游客多，电供不上，一下子煮不

出那么多人的饭。遇到阴天下雨，电

灯就会一闪一闪，电视也看不成，很

影响游客体验。”李海峰说。

随着“大电网”到来，电能质量和

供电可靠性明显提高。2020年，国

网甘南供电公司又为牙扎村升级改

造线路。

“电的动力升级，我们的日子也

‘升级’。现在民宿火起来，机器响

起来，农产品能就地加工并通过网红

直播卖出去，未来发展一定会更好。”

李海峰表示。

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三

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供电水平，已

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电力作为“先行

官”，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强劲支撑。

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补贴竞价结果出炉
全国总装机容量达2596.7208万千瓦，共434个项目纳入国家竞价补贴范围，

覆盖15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今年光伏项目的完成率将大幅高于去年

“电的动力升级，我们的日子也升级”
“三区三州”近1900万人受惠“大电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