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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江苏省首届新能源投资论坛举行

 全球能源转型势不可挡，谁走在前列谁便占有发展先机。7月26日，在由省能源局指导，省国信集团、国家电投集
团江苏电力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省投资协会和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2020江苏省首届新能源投资论坛上，
省内外新能源领域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江苏新能源发展现状，探索新能源发展新机遇。

 新能源成江苏发展的亮丽名片

 “江苏能源资源对外依存程度高，煤炭、石油、天然气都要从省外调入。保障能源安全、强化能源供应成为我省能
源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省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季鸣介绍，也正因此，我省格外注重从绿色能源中挖潜力
、从技术革命中求资源。“经过几年努力，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光伏并网容量已达1599万千瓦、风电并网容量1110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209万千瓦，均提前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任务。”季鸣说。

 “这组‘成绩’有着怎样的涵义？”省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唐学文举例分析，比如我省海上风电装机464万千瓦，
规模便已达全国首位；而分布式光伏装机716万千瓦，规模也能排全国第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伏——眼下甚至
出现‘全球光伏看中国，中国光伏看江苏’的发展局面。”

 统计显示，仅光伏方面，目前我省已形成从硅料提取、硅锭制备、电池生产到系统应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不仅
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重点光伏制造企业，而且包括国内光伏组件价格下调、光伏平价上网等在内的一系列能源行业
积极变化也由江苏推动诞生。“可以说，新能源已成为我省能源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季鸣说。

 新能源行业的强势崛起，也在激发市场活力。国家电投江苏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邢连中直言，江苏经济发达、
风光资源丰富、储能和氢能技术先进，新能源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将进一步加强与江苏在新能源领域的全面合作、
互利共赢。”作为我省能源行业“主力军”及此次论坛主办方，率先于省内成立新能源公司开展新能源业务的省国信
集团，同样看到行业发展带来的机遇。省国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谢正义说，举办论坛的一大目的就是为政府部门
和行业企业搭建相互交流的平台，“聚焦新能源投资，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以构建产融结合的创新机制。”

 消纳不足、补贴退坡是最大阻碍

 数据显示，“十三五”前期，新能源装机已经成为装机增量的主体，年均增加占比超过50%。今年以来，面对疫情
冲击和国家补贴退坡的双重影响，新能源设备“抢装”进入“冲刺期”。但是，短时间内装机总量大幅提升带来更多
希望的同时，也让新能源的消纳问题成了未来相关领域发展的“拦路虎”。

 以风电为例，唐学文介绍，江苏海上风电资源丰富、年利用小时数高、发电量高，是全省最具规模化发展潜力的可
再生能源，也是推动能源转型、替代化石能源潜力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高质量发展和能源转型。

 然而，目前江苏的风电布局大多在苏北，但负荷中心在苏南，一江之隔，阻碍了“北电南送”，从而产生消纳瓶颈
。

 “没有消纳的新能源发展，就等同于没有发展。”唐学文建议，“十四五”初期，可以从电源、电网、负荷三方面
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如深度调峰改造、并网控制技术提升、电能替代等。

 “长久来看，‘十四五’初期海上风电成为风可再生能源增量主力，但后期发展受政策影响变动较大。”在国合洲
际能源咨询院院长王进看来，由于1月财政部等三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在无补贴或补贴较少的情况下，“十四五”后期海上风电装机增量将面临断崖式降低的可能，这也将成为制约江苏
新能源发展的一大挑战。

 与此同时，地理空间问题也制约着省内新能源进一步发展。“根据目前已并网和在建风电项目情况，除分散式风电
外，江苏的内陆地区难以找到大范围合适的风电项目建设优良场址，光伏发电同样存在类似问题。”王进表示。

 多管齐下，应对“平价时代”危机

 “展望未来，发展新能源依旧是能源转型的必然选择。”唐学文分析，国家提出到今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15%、
到2030年达到20%以上的目标，就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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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何在补贴退坡的情况下，化解挑战、进一步做强新能源发展的势头？“关键是解决市场消纳问题。对此，
消纳监测等考核机制可为发展新能源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唐学文分析认为，“十四五”期间风电和光伏将实现发
电侧全面平价，在此基础上市场化竞价机制可能进一步导致新能源收益率降低，市场消纳难度增加。“鉴于此，今年
将全面实施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或将成为关键之举。”唐学文说，该机制将对电力消费设定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纳的责任权重，“对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进行考核，电网企业承担组织责任。”

 “平价之后，面对利润降低，就必然需要通过技术突破提升发电效率，节约成本。”江苏金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健介绍，“修炼内功”是重中之重，未来，公司将在新能源基础技术方面加大研发升级力度，“包括容量变化、叶
片长度变化、内部载荷变化、内部控制变化、风机升级等。”

 技术之外，规模效益亦是条出路。“我们不要做候鸟型企业，而要紧紧依托江苏这片资源条件优越、新能源发展快
速的区域，扎根江苏。”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上事业部副总经理黄轩提出，“十四五”阶段，远海项目
是值得深挖的“富矿”，“远海项目可以把规模做大，虽然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建设成本，但最终可以通过规模效应，
把整体成本控制下来，从而提升企业效益。”

 此外，分散式风电也是全省新能源发展的一大趋势。“我们在江阴这个被大家认为完全没有风电资源的地方，用两
年时间，打造出超过100兆瓦的分散式风电装机容量。”远景能源有限公司产品市场部负责人许峰飞表示，眼下正考
虑在苏南苏北加大分散式风电布局，提高江苏新能源的渗透率。（本报记者 李睿哲 沈佳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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