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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正在为新能源产业发展
提供新的动力，同时深刻影响行业发展格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近期发布的《以
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
地规划布局方案》提出，到2030年，规划建设风
光基地总装机约4.55亿千瓦。在政策支持下，
风光大基地建设成为国家推动“双碳”战略落地
的重要举措，将加速光伏等新能源成为我国能
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氢能作为清洁低碳的二次能源，

被广泛视作未来能源革命的颠覆性技

术方向。中国高度重视氢能在推动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等方面的重要支撑作用。”近日，在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主办的氢能产业高级别会议上，国

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王翔表

示，未来一段时间，将以《规划》为引领，

积极有序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能源发布厅

能源时评

本报讯 记者焦红霞报道 在推动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支持智慧能源建

设；推进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

和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实施煤电节能降

碳改造，推进石化、钢铁等行业节能降碳

改造；通过智能化提升生产效率、产品质

量、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推动钢铁、石

化、化工、有色、建材等重点行业企业实

现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4月15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有关工作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透

露的投资重点和举措中，多个方面涉及

能源领域。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

一级巡视员孙伟指出，加快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举措，今

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

在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适度超

前投资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其中包

括支持智慧交通、智慧能源建设，加快数

字化融合基础设施发展。

孙伟强调，大数据中心作为数字经

济运行的底座，不仅能有效带动信息技

术研发制造、通信网络、能源等上下游产

业投资，还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

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畅通数

据要素流通应用，对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我国数字经济具有重要基础性作用。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既有利于扩大

当前需求、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又有利于

优化供给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国家

发展改革委投资司司长欧鸿表示，下一

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从多方面做好扩

大有效投资工作。其中在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按照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的要求，推进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

改造和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加强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在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方

面，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进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实施煤电节能降碳改造，推

进石化、钢铁等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同时

带动装备制造等行业投资。

对于下一步制造业领域鼓励社会资

本投资的重点方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产

业司副司长霍福鹏表示，要加大对传统

产业改造提升的投资力度，结合产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要求，谋划启

动重大项目建设。其中，在智能化方

面，将重点是鼓励企业积极应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

快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变

革，提升生产效率、产品质量、能源资源

利用效率。

在绿色化方面，重点是推动钢铁、石

化、化工、有色、建材等重点行业企业实

现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去年以来，国

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炼

油、乙烯、水泥、钢铁、电解铝等25个重

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未来

将突出标准引领，深挖技改投资潜力，鼓

励标杆水平以上重大示范项目建设，推

动基准水平以下企业改造升级，引导各

类企业提高能效水平，实现转型发展。

□ 吴 昊

4月14日，“新型电力系统下风

光大基地规划建设研讨会”在京召

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评价

咨询院院长蔡义清在会上指出，有

序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将

深度激活风电、光伏发电全产业

链，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新型电力系统”的进程。在新的发

展形势下，在众多新能源行业里，光

伏发电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发展潜

力巨大。

当前，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正

在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同时深刻影响行业发展格局。国家

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近期发布

的《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方案》提

出，到2030年，规划建设风光基地总

装机约4.55亿千瓦。在政策支持下，

风光大基地建设成为国家推动“双

碳”战略落地的重要举措，将加速光

伏等新能源成为我国能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

新趋势：光伏产业支撑
碳中和目标

在业内看来，光伏等新能源技术

的发展，正不断加快实现碳中和的进

程，同时碳中和目标的驱动，也为光

伏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

机遇。隆基股份创始人、总裁李振国

表示，“过去十几年来，光伏行业所

取得的成绩，特别是技术进步和成

本下降方面，超乎了大家的想象。

光伏行业的进步，为达成碳中和的

共识提供了支撑，这是我们值得自

豪的事情。”

“当前，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社会

的普遍共识，政策为包括风、光在内

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创造了新机

遇。”蔡义清表示，我国能源结构长期

以煤为主，油气对外依存度高，能源

的清洁低碳转型要求较为紧迫。在

新的形势下，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

核心特征是以新能源为主导地位。

他强调，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提出，新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

比重将不断增加，加速替代化石能

源。未来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保持

平稳增长，呈现“风光领跑、多源协

调”的趋势。

据蔡义清介绍，从去年10月起，

我国在国家层面多次提出加快推进

沙漠、戈壁、荒漠地区的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的建设；今年以来，国家围绕

“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的原则发

布了一系列促进绿色转型的重大政

策措施，提出在“十四五”期间，要在

沙漠、戈壁、荒漠等规划建设规模达

两亿千瓦的风光大基地。

去年以来，国家已发布多个大型

风光基地的支持政策。今年2月1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印

发的《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

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提

出，推动构建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

的能源供应体系，加快推进大型风

电、光伏发电基地建设，要求对基地

所在区域内现有煤电机组进行升级

改造，并使之为新能源发电提供调节

支撑。同时，支持新能源电力能建尽

建、能并尽并、能发尽发，形成优先通

过清洁低碳能源满足新增用能需求

并逐渐替代存量化石能源的能源生

产消费格局。

据了解，相对于分布式风电和光

伏，大型风光基地的集中式开发，可

以通过规模效应以最大程度降低土

地、基建、运维等方面的成本，充分发

挥沙漠、戈壁、荒漠等地区的风光资

源潜力。随着一系列支持性政策的

密集发布，光伏行业将迎来巨大的发

展空间。

新要求：确保长生命周期
安全可靠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为光伏

产业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对行业

的发展提出诸多新的要求。中国电

科院新能源中心总工程师迟永宁认

为，沙漠、戈壁和荒漠地区地理及气

候条件相对恶劣，对相关设备的性能

和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企业也需要

考虑如何提供更先进、更高效、更稳

定耐用的产品。

在蔡义清看来，光伏行业要抓住

大基地建设的机遇，采用系统科学的

方法，认真研究新技术、新工艺和新

材料，积极推进技术创新、管理创新、

科技创新，优化和提高光伏发电的能

源利用效率，加快抽水蓄能、电化学

储能的发展步伐，提高光伏发电中储

能的空间，制定更精准、更精细的光

伏发电站规划实施时间表，发挥光伏

行业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大基

地建设中的有力支撑作用，推动我国

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健康和持续发展，

助力“3060”目标实现。

对此，隆基股份中国区负责人

刘玉玺认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新型电力系统，风光大基地具有举足

轻重的位置，大基地的电站安全关乎

着国家能源的安危。大基地建设过

程中要多考虑地缘特征，风沙大的地

区意味着光伏电站对组件载荷的要

求更高，发电量后期的运维思维也都

不同以往。

“风光大基地电站建设要行稳致

远，创新引领与安全可靠都要经得住

时间考验。”李振国呼吁，全行业要对

电站在长生命周期中的安全、可靠性

给予高度关注，特别是大型基地，基

本都在戈壁、沙漠等气候多变的地

区，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大概率会出

现极端气候，应该更谨慎地对待光伏

组件越来越大、玻璃越来越薄、硅片

也越来越薄的趋势，对此需要更科学、

更严密的论证。他强调，“对我们电站

投资人而言，电站的生命周期有几十

年，需要确保它是安全可靠的资产。”

此外，李振国还强调，在产业链

方面，需要有更好的生态协同。“近一

年多来，整个产业链价格上涨，我们

希望绿色发展的过程中，能有更经济

的前景，让大家在享受清洁能源的同

时，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更低一些。这

是我们的愿望，也是隆基作为头部企

业，要努力的重要方向。”他强调，全

行业要回归到提高光伏转换效率的

价值主张上，真正地为光伏行业的发

展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李振国透露，未来，隆基股份将

结合市场需求，持续降本增效，为终

端用户提供具有全生命周期质量保

障的更高效率的光伏产品，助力建

设安全可靠的电站。他表示，“身处

能源变革的伟大时代，我们希望能

够和全行业、全球伙伴一起，用科技

创新和安全可靠的基因，在风光大

基地发展的重大历史阶段乘风破

浪，迎接未来能源转型的新机遇和

新挑战，用切实行动助力‘双碳’目

标如期实现。”

□ 刘满平

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意见》指出，在有效保障能源安全

供应的前提下，结合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任务，有序推进全国

能源市场的建设。这一表述，为

今后一个时期建设全国统一的能

源市场、推进能源产业改革发展提

供了指引。

经过多年发展，目前我国已成

为全球最大能源生产国、消费国，

能源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巨大，能

源产业体系相对完善。但也要看

到，我国虽然是能源大国，但不是

能源强国，能源市场仍存在制度规

则不统一、要素资源流动不畅通、

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等问题，影响

了能源市场功能及规模效益的发

挥。近年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多，全球

能源供应链受到严峻挑战，我国能

源进口的安全风险和成本风险增

大。为此，我国提出有序推进全国

能源市场建设。建设全国统一的

能源市场，不仅是解决现实难题的

客观需要，更是谋划长远发展的必

然要求。

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可

促进能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激发市场参与主体的活力，短期内

可提升国内能源统筹供应能力，降

低能源供需错配风险和市场交易成

本，为我国能源“保价稳供”助一臂

之力。从油气来看，发展能源期货

市场，有助于实体企业合理利用金

融工具抵御外部风险，保障国内供

应；油气管网互联互通且公平开

放，有助于打破行业垄断，实现能

源增产保供。从煤电来看，建立和

完善全国电力和煤炭交易中心，既

能促进产地与消费不同地区间的

平衡，减少供需错配和地方保护风

险，又能形成贯通上下游的合理定

价机制。

而且，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

场有助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

割，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破除能源

清洁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肠

梗阻”，促进能源市场在市场基础制

度规则、市场设施标准、要素与资

源市场、商品和服务市场、市场监

管方面的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

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更好地推

动我国从“能源大市场”转向“能源

强市场”，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

国”转变。

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既

要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包括

建设现代流通网络、完善市场信息

交互渠道、推动交易平台优化升级

等基础设施方面的硬件建设，更需

要完善市场体制机制，健全市场规

则制度，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

市场壁垒，维护公平竞争等体制机

制方面的软件建设。相关部门需统

一认识，深化改革，打通“堵点”“难

点”，在执行过程中做好统筹协调和

政策配套。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当

前能源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出发，以

“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有序性、

公平性和共享性”为目标，建设真正

意义上的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营

造更优质的市场环境，畅通更广阔

的流通空间，让市场主体绽放更大

活力，市场消费释放更大潜力，市场

优势得到更大体现。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

价格监测中心）

国家发展改革委：

超前布局能源等
基础设施建设

聚焦“双碳”目标建设统一能源市场

4.55亿千瓦大基地欲重塑大格局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新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不断增加，加速替代化石能源。未来我国

电力装机规模将保持平稳增长，呈现“风光领跑、多源协调”的趋势。图为库布其沙漠腹地的光伏治沙项目。

(国发能研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