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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全国各省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出台

各省(区、市)、新疆兵团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各派出机构，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
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国神华集团公司、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公司、华润集团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中国广核集团公司、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电力规划设计总
院、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家能源发展
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以及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总要求，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保障实现2020、
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分别达到15%、20%的能源发展战略目标，现就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
引导制度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的重要性

 可再生能源代表未来能源发展的方向，是减排温室气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
引导制度对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制定各省(区
、市)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能源发展规划编制及实施，并建立相应监测和评价体系，有利于优化能源结构
，有利于在能源规划、建设、运行中统筹可再生能源发展，有利于确保节能减排、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以及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现。

 二、建立明确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

 国家能源局根据各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状况和能源消费水平，依据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总量目标，制定
各省(区、市)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可再生能源比重目标和全社会用电量中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指标，并予公布
。鼓励各省(区、市)能源主管部门制定本地区更高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目标。

 三、制定科学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

 各省(区、市)能源发展规划应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作为重要发展指标，明确本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中可再生能源
比重目标、全社会用电量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指标，并以此为依据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
划，深入研究分析本行政区内可再生能源资源特点，明确本行政区内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布局、重点工程及保障可再生
能源充分利用的有效措施，与国家能源局衔接后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严格执行。

 四、明确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责任和义务

 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制定落实本行政区域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的工作机制，督促各地区
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工作。根据国家能源局制定的本行政区域的全社会用电量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指标
，对本行政区域各级电网企业和其他供电主体(含售电企业以及直供电发电企业)的供电量(售电量)规定非水电可再生
能源电量最低比重指标，明确可再生能源电力接入、输送和消纳责任，建立确保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的激励机制。各
主要发电投资企业应积极开展可再生能源电力建设和生产，国家能源局对权益火电发电装机容量超过500万千瓦的发
电投资企业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投资和生产情况按年度进行监测评价。

 五、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监测和评价制度

 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本地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监测体系，会同统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可再生能源利用
量、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等指标按年度监测，定期上报国家能源局。各电力
交易机构、各电网企业、各发电企业按月向全国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系统报送相关数据。国家能源局对报送数据进行
核实后，按年度公布监测和评价结果。

 计入监测和评价口径的可再生能源包括纳入国家能源统计体系的各类可再生能源电力、热力和燃料。未计入国家能
源统计体系的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热水、地热能、农村沼气等)利用量暂作为补充参考，在国家建立准确的统计体系
后再纳入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六、研究完善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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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完善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体制机制，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证书交易机制。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证书
是各供(售)电企业完成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指标情况的核算凭证。国家能源局会同其他有关部门依托全国可再
生能源信息管理系统组织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证书登记及交易平台，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经营者(含个人)按照非
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核发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作为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确认以及所发电量来源于可再生能源的
属性证明。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证书可通过证书交易平台按照市场机制进行交易。根据全国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5%的要求，2020年，除专门的非化石能源生产企业外，各发电企业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应达到全部发电量的9%以上。各发电企业可以通过证书交易完成非水可再生能源占比目标的要求。鼓励可再生能源
电力绿色证书持有人按照相关规定参与碳减排交易和节能量交易。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证书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七、分步开展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工作

 请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做好2015年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完成情况的统计工作，并将统计结果于2016年3月底前报送
国家能源局。国家能源局在研究制定“十三五”可再生能源规划过程中，提出各省级行政区域能源消费总量中可再生
能源比重目标。各省级行政区域全社会用电量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比重指标随文印发。请各省级能源主管
部门依据上述指标编制本行政区域能源发展规划及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附件：

 1.2020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全社会用电量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比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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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比重指标核算方法

 国家能源局依据国家统计局、电力行业信息机构发布的年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发电量、全社会用电量、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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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跨区交易电量等统计数据和行业监测信息，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相关省级电网企业完成
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比重指标情况进行核算。

 (一)区域社会用电量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相关省级电网企业服务区域的全社会用电量，采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认可的电力行业信息
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

 (二)区域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

 区域内生产消费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

 (1)接入公共电网且全部上网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采用并网计量点的电量数据;

 (2)自发自用(全部或部分)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采用电网企业作为发放国家补贴资金依据计量的总发电量数据。

 2.区域外输入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

 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与省级电网企业签署明确的跨区跨省购售电协议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所发电量根据协议实
际执行情况计入对应的购电省份;其他情况按以下原则处理：

 (1)独立“点对网”跨区输入

 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项目直接并入区域外受端电网，全部计入受端电网区域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采
用并网计量点的电量数据。

 (2)混合“点对网”跨区输入

 采取与火电或水电等打捆以一组电源向区外输电的，受端电网接受到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等于总受电量乘以外
送电量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比例。

 外送电量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的比例=送端并网点计量的全部非水电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送端并网点计量的全部上
网电量。

 (3)“网对网”跨区输入

 区域间或省间电网输送电量中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输送量，根据电力交易机构的结算电量确定。

 (三)特殊区域

 京津冀电网(北京、天津、冀北、河北南网)接入的集中式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和区外输入的非水电可再生能
源电量，按统一均摊原则计入比重指标核算，各自区域内接入的分布式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计入各自区域的比重
指标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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