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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全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海上风电项目开发建设管理，促进海上风电有序开发、规范建设和持续发展，根据《行政许可法
》、《可再生能源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岛保护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海上风电项目是指沿海多年平均大潮高潮线以下海域的风电项目，包括在相应开发海域内无
居民海岛上的风电项目。

 第三条  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包括海上风电发展规划、项目核准、海域海岛使用、环境保护、施工及运行等环
节的行政组织管理和技术质量管理。

 第四条  国家能源局负责全国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主管部门在国家能源局指导
下，负责本地区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可再生能源技术支撑单位做好海上风电技术服务。

 第五条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海上风电开发建设海域海岛使用和环境保护的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发展规划

 第六条  海上风电发展规划包括全国海上风电发展规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市县级海上风电发展规划
。全国海上风电发展规划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上风电发展规划应当与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海洋主体功能区
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海岛保护规划、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相协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上风电发展规划应符合
全国海上风电发展规划。

 第七条   海上风电场应当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统筹考虑开发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原则上应在离岸距离
不少于10公里、滩涂宽度超过10公里时海域水深不得少于10米的海域布局。在各种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
、自然历史遗迹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河口、海湾、滨海湿地、鸟类迁徙通道、栖息地等重要、敏感和脆弱生态区
域，以及划定的生态红线区内不得规划布局海上风电场。

 第八条  国家能源局统一组织全国海上风电发展规划编制和管理；会同国家海洋局审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上风电发展规划；适时组织有关技术单位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上风电发展规划进行评估。

 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主管部门组织有关单位，按照标准要求编制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
海域内的海上风电发展规划，并落实电网接入方案和市场消纳方案。

 第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
、海洋功能区划、海岛保护规划、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对本地区海上风电发展规划提出用海用岛初审和环境影响评价
初步意见。

 第十一条  鼓励海上风能资源丰富、潜在开发规模较大的沿海县市编制本辖区海上风电规划，重点研究海域使用
、海缆路由及配套电网工程规划等工作，上报当地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审定。

 第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主管部门可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政策及海上风电行业发展状况
，开展海上风电发展规划滚动调整工作，具体程序按照规划编制要求进行。

 第三章  项目核准

 第十三条  省级及以下能源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依据经国家能源局审定的海上风电发展规划，核准具备
建设条件的海上风电项目。核准文件应及时对全社会公开并抄送国家能源局和同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未纳入海上风电发展规划的海上风电项目，开发企业不得开展海上风电项目建设。

 鼓励海上风电项目采取连片规模化方式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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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国家能源局组织有关技术单位按年度对全国海上风电核准建设情况进行评估总结，根据产业发展的实
际情况完善支持海上风电发展的政策措施和规划调整的建议。

 第十五条 鼓励海上风电项目采取招标方式选择开发投资企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招
投标工作，上网电价、工程方案、技术能力等作为重要考量指标。

 第十六条  项目投资企业应按要求落实工程建设方案和建设条件，办理项目核准所需的支持性文件。

 第十七条  省级及以下能源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明确海上风电项目核准所需支持性文件，不得随意
增加支持性文件。

 第十八条  项目开工前，应落实有关利益协调解决方案或协议，完成通航安全、接入系统等相关专题的论证工作
，并依法取得相应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

 海底电缆按照《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及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路由调查勘测及铺设施工许可手续。

 第四章  海域海岛使用

 第十九条  海上风电项目建设用海应遵循节约和集约利用海域和海岸线资源的原则，合理布局，统一规划海上送
出工程输电电缆通道和登陆点，严格限制无居民海岛风电项目建设。

 第二十条  海上风电项目建设用海面积和范围按照风电设施实际占用海域面积和安全区占用海域面积界定。海上
风电机组用海面积为所有风电机组塔架占用海域面积之和，单个风电机组塔架用海面积一般按塔架中心点至基础外缘
线点再向外扩50m为半径的圆形区域计算；海底电缆用海面积按电缆外缘向两侧各外扩10m宽为界计算；其他永久设
施用海面积按《海籍调查规范》的规定计算。各种用海面积不重复计算。

 第二十一条  项目单位向省级及以下能源主管部门申请核准前，应向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海预审申请，按规
定程序和要求审查后，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出具项目用海预审意见。

 第二十二条  海上风电项目核准后，项目单位应按照程序及时向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海域使用申请，依法取得
海域使用权后方可开工建设。 

 第二十三条  使用无居民海岛建设海上风电的项目单位应当按照《海岛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办理无居民海岛使用
申请审批手续，并取得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后，方可开工建设。

 第五章  环境保护

 第二十四条  项目单位在提出海域使用权申请前，应当按照《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
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地方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及相关技术标准要求，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机构编制海上风电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第二十五条  海上风电项目核准后，项目单位应按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准意见的要求，加强环境保护设计，落实
环境保护措施；项目核准后建设条件发生变化，应在开工前按《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海上风电项目建成后，按规定程序申请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该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第六章  施工及运行

 第二十七条  海上风电项目经核准后，项目单位应制定施工方案，办理相关施工手续，施工企业应具备海洋工程
施工资质。项目单位和施工企业应制定应急预案。

 项目开工以第一台风电机组基础施工为标志。

 第二十八条  项目单位负责海上风电项目的竣工验收工作，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主管部门负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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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风电项目竣工验收的协调和监督工作。

 第二十九条  项目单位应建立自动化风电机组监控系统，按规定向电网调度机构和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
传送风电场的相关数据。

 第三十条  项目单位应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发生重大事故和设备故障应及时向电网调度机构、当地能源主管部门
和能源监管派出机构报告，当地能源主管部门和能源监管派出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向国家能源局报告。

 第三十一条  项目单位应长期监测项目所在区域的风资源、海洋环境等数据，监测结果应定期向省级能源主管部
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报告。

 第三十二条  新建项目投产一年后，项目建设单位应视实际情况，及时委托有资质的咨询单位，对项目建设和运
行情况进行后评估，并向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报备。

 第三十三条  海上风电设计方案、建设施工、验收及运行等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地方、行业相关标准、规程规范
，国家能源局组织相关机构进行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工作，形成海上风电项目质量监督检查评价工作报告，并向全社会
予以发布。

 第七章  其它

 第三十四条  海上风电基地或大型海上风电项目，可由当地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组织有关单位统一协调办理电网接
入系统、建设用海预审、环境影响评价等相关手续。

 第三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地区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能源局和国家海洋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能源局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发布的《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
理暂行办法》（国能新能[2010]29号）和《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国能新能[2011]210号）自动
失效。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031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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