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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难点让分散式风电难取经分布式光伏！

 早在2009年，我国就提出了分散式风电概念，2010年开始着手进行相关研究，2011出台了相关产业政策。近年来，
国家主管部门出台了多个文件，对分散式风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引导和支持。

 这些时间节点要远远早于分布式光伏，但实际效果却并不明显，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我国分散式风电并网量只
占全国风电并网总量的1%左右，远远低于欧洲水平，其发展水平也总体滞后于我国分布式光伏。

 2013年底，全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7716万千瓦，当时光伏累计装机仅为1942万千瓦;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光伏累计
装机已达1.02亿千瓦，同期风电累计装机为1.54亿千瓦。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2440
万千瓦，其中，新增分布式光伏711万千瓦，同比增长2.9倍。

 但最近沉寂了多年的分散式风电呼声渐高，无论前景如何被看好，其尴尬的发展现状都不能被忽视，尤其是分布式
光伏异军突起之后，分散式风电就经常被拿来与其对比，那么，同样是分布式，起步更早的分散式风电为什么会落在
光伏之后呢？今天国际能源网小编就对两者的差异进行一番对比，看看两者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定义不明：从0.9到5万千瓦，什么才是分散式?

 从分散式风电第一个示范项目建成至今，已经过去了数年时间。但分散式风电的定义，却仍需进一步明确。

 “分散式风电只能理解为一是比较分散，不是集中连片，单个风场的规模比较小，二是接入电压等级比较低。分散
式风电本身也不是严格意义上规范的说法。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分散式接入风电项目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
》，分散风电接入电压等级应为35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如果接入35千伏以上电压等级的变电站时，应接入35千伏及
以下电压等级的低压侧)，严禁向110千伏(66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送电。”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所长
李琼慧表示。

 “现在分散式风电还处于一个早期的市场中，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界定。”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政
策研究部主任彭澎表示，“从国家，包括9号文文件，没有提分散式能源，但是提到了分布式能源。对于分布式能源
，国家和电网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光伏，有的是说20兆以下的项目都算，有的电网要求3.6兆以下接入的也可以算

                                                  页面 1 / 7



7大难点让分散式风电难取经分布式光伏！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17495.html 
来源：国际能源网

分布式能源，但是没有提出清晰的分散式风电的范围。”

 据了解，15个建成投运的分散式风电示范项目中，单体项目最小规模为0.9万千瓦，最大为5万千瓦;既有通过10千伏
线路T接接入就近电网的，也有通过建设110千伏升压站接入电网汇集站的。“这两类项目开发和运行差异较大，纳入
一个概念下进行管理容易出问题。”李琼慧说。

 在盐城市大丰区江苏金风科技有限公司厂区，运行着一套由风电、光伏、储能构成的微电网系统，系金风科技自主
研发。该系统包含一台2兆瓦的低风速风机，一台100千瓦的小型风机，以及一座96千瓦的光伏电站，所发电力绝大部
分都供给了邻近的厂家消费。

 “系统开建前，我们向有关部门申报项目时，光伏部分审批下来只花了两个星期，风电部分却花了半年多的时间。
”金风科技有关负责人战中磊告诉记者，“希望分散式风电的审批能够简化、快速一点，什么时候能像分布式光伏那
样便捷就好了!”

 金风科技的微电网系统在大丰已投运2套，实现了盈利，被其视为发展新重心，拟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因而战
中磊的想法不难理解。

 “在分散式风电定义不明晰的情况下，主管部门可能倾向于制定更严格的标准，也就是说，分散式风电的技术标准
会参考传统风电场的要求，这主要是出于对电网运行安全的考虑。”洪博文表示，“其实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灵
活管理，比如最新的新能源微电网示范项目就提出整体备案要求。”

 作用有限：就地消纳、低压接入均未实现

 2011年7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分散式接入风电项目开发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分散式风电市场由此启
动。当时，国家决定开展分散式风电示范项目建设，共涉及18个项目、合计装机83.7万千瓦。

 国网能源研究院提供的信息显示，这些示范项目涵盖7个省份，既有风能资源丰富的“三北”地区，也有资源相对
一般的中东部地区。“十二五”期间，15个示范项目建成发电，其余3个项目由于业主自身原因或场址问题停建。

 从已掌握的接网运行情况上看，15个运行中示范项目主要是以110千伏电压等级接入当地变电站。受新能源整体大
规模发展影响，西北地区的分散式风电普遍存在弃风限电问题，向110千伏以上电网倒送的问题较为严重。

 从发电效益上看，15个运行中示范项目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在1037小时至2957小时之间，平均为1970小时，其中未
配套建设升压站的项目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为2442小时，高于平均水平。

 “分散式风电的发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早期未能形成较为完善的分散式风电技术标准体系和管理规范，来指导
分散式风电的整体开发工作。”洪博文告诉记者，“多数已建成投运的示范项目，没有体现出与传统风电场的差异;
分散式风电配电网低压接入、就地消纳的特点，没有得到彰显，示范作用不明显。”

 收益慢：11%～17%与9.47%~29.12%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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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光伏尽享国家政策力推、行业市场膨胀，但让所有人头疼的是，成功的盈利模式一直没有被探索出来。人们已
经为分布式光伏项目量身打造了不下数十种模式，呈现出高达10%的预期收益率。

 类似的事情或也在风电上出现苗头。因为企业看大分散式，主要理由也是收益率。根据研究报告，若按照上网电价
0.6元/千瓦时计算，在年平均风速5米/秒～6米/秒的地区，分散式项目的年收益率可以达到11%～17%。华锐风电称“
投建分布式发电项目或将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因为“其内部收益率也可达8%～10%。”这个比例虽然无法与几年
前40%的行业利润相比，但至少能与目前分布式光伏的预期利润平齐。

 而支撑这个利润率的，则是企业对分散式项目预设的商业模式，即项目采取最小安装成本，最大可能地临近受端，
加上国家电网《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支持，只要实现机组基本满发，便能保证项目的稳
定投资收益率。

 然而，在看似很美的商业模式和盈利前景中，有一个问题不应被忽略——投资回收时间。

 不难发现，目前企业所预测的收益率更强调经济性，而小型风电并网系统的回收期较长，以上述年平均风速5m/s～
6m/s的项目为例，其投资回报少则5年，多的要持续9年左右。

 另外，并网消纳也需要考虑。《关于加快推进分散式接入风电项目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要求，接入电压等级应为
35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如果接入35千伏以上电压等级的变电站时，应接入35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的低压侧。“十二
五”期间，15个建成投运的分散式风电示范项目中，既有通过10千伏线路T接接入就近电网的，也有通过建设110千伏
升压站接入电网汇集站的。高等级电压接入，这会导致风电并网审批等环节时间过长，同时也会增加接入成本。

 相比之下，分布式光伏项目的收益水平则高得多，曾有业内专家对国内户用光伏系统收益率进行计算，其选取了乌
鲁木齐、长春、上海、广州等18个城市作为样本，考虑各地的补贴现状、光照辐射水平以及光伏组件衰减等因素，以
造价为2.25万元的3KW户用光伏为例，其投资回收时间大约为5.2-8.6年之间，20年内部收益率在9.89%~29.15%之间，2
5年内部收益率在9.47%~29.12%之间。

 以此来看，分布式光伏无论是投资回收时间还是内部收益率都比分散式风电要好，而且更重要的是，分布式光伏的
初始投资要远远低于分散式风电。

 投资高：动辄至少7000万元投资

 近年来，陆上风电主流机组单机额定容量不断增加。为了增强捕风能力，适用于低风速地区，风电机组叶片长度越
来越长。据中国风能协会数据显示，在 2013年、 2014年、 2015年风轮直径为
100m、105m、108m、110m、114m、115m、116m、 118m、120m、121m的
2MW机组陆续问世，并相继成为主流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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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片越来越大意味着运输越来越难。风轮直径达到121m，叶片长度近60m，这对运输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应的也会
增加成本。此前风电场大多都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这给叶片运输提供了便利。然而，分散式风电要靠近用户侧，这意
味着风电也要有荒凉的西北等地走入繁华的东部地区，东部地区路网密且路边建筑物多，风电机组叶片运输就是要过
的第一关。

 不仅是运输，还有风电机组的安装必须动用大型起重设备。大型起重设备对于道路承载力要求较高，如果分散式风
电场只安装几台机组且需要新开道路，那建设成本就必须要好好考虑了。

 单机容量越来越大的风电机组意味着风电场初始投资不会小。目前主流风电机组单台容量在2MW左右，即使只安
装一台风电机组，光设备购置成本就在800万元左右(金风科技数据，2.0MW风电机组市场投标均价维持在每千瓦3,900
-4,000元左右)，这投资已经可让装机容量为1MW的光伏电站并网运行了(光伏电站建设成本约在8000元/千瓦)。

 还有就是分散式风电场的投资门槛较高。据了解，“十二五”期间，建成发电的15个示范项目中，单体项目最小规
模为0.9万千瓦，最大为5万千瓦。目前风电场建设成本在7800元/千瓦左右，按照分散式风电场装机容量0.9万千瓦建设
，投资成本在7020万元。即使按照20%由投资人出资，80%由贷款解决，初始投资也需要1404万元。

 而相比之下，分布式光伏的投资门槛可以低至3万元左右，这是分散式风电难以比拟的。

 投资单一：国企当主角，对分散式无感

 虽然分散式风电起步很早，但遗憾的是，发展到现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北京洁源新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鱼江涛认为，国内风电投资主体单一，绝大部分是国有资本，对投资少、规模小
的分散式接入风电投资积极性不足，影响了分散式风电的发展进程。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各省区分散式风电规划编制和电力消纳研究滞后，政府的引导不够，导致分散式风电起
个大早，赶了晚集。”

 有专家表示，分散式风电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分散式风电的推动没有和县域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尤其是和
广大农村、农户的利益没有切实结合起来，未得到地方政府支持。

 维斯塔斯公共关系总监孙扬表示，分散式风电是风电发展的“自然模式”，关键是要把分散式风电和当地社区的发
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样才能推动各方落实项目。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张文忠认为，建设分散式风电，对于政府和行业的依赖度更高。比如，过去
做大型集中风电项目，开发商可以调动自己的资源去修路，但如果是分散式风电，每一处都要开发商投入去修路，投
入产出比会严重失衡，因此，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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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风电开发企业累计装机市场份额

2016年中国风电开发企业新增装机市场份额

 正是因此，包括秦海岩在内的很多业界人士都表示，分散式发展速度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目前我国开发商的投资
思维还没有转变过来，还停留在过去“抱西瓜”的状态。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会理事长杨校生也说，国企内
业绩的考核导致开发商只想抓大的，看不上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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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难：中东部60.465万亩土地哪里找?

 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所长李琼慧曾直言：“分散风电就土地资源来讲是非常有限的，分散式风电面
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东部这么贵的地方，地是受限制的。”

 “找到专门一块地用来建两个风机，要把土地变成建设用地，一块一块分散的土地从哪儿来?电网规划上允许不允
许?这些都是问题，”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表示，“中东部发展分散式的风机，电网消纳不是主要
的问题，因为本地有需求，难就难在土地资源比较稀缺，而且如果土地特别贵的话，这个事情能不能做起来有待考察
。”

 金风科技的总裁王海波认为，用地问题必须得到重视。理论上，分散式风电的接入条件较好，可以选择平坦的，离
用户近的地方就地而建，不像在山岭上开发的风电要修路。而现实是，不需要修路的地方大部分是基本农田，如果要
在基本农田上做风电项目，需要一级一级地打报告。另外，中国现有的规定是分散式风电机组不得距离居民区少于50
0m，这就导致了很多资源好的地方没办法建机组。

 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会理事长杨校生认为，在农村开展分散式风电发展，土地所有权是一个关键问题。如
果土地是农民的，开发商给农民一部分收益农民是很高兴的，但在我国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民没有动力把农用田让出
来给风电企业。

 此外，分散式发展速度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目前我国开发商的投资思维还没有转变过来，还停留在过去“抱西瓜
”的状态。

 那么，分散式风电需要多少土地?

 根据相关研究测算，目前中东部地区风电已开发规模仅为其风能资源技术开发潜力的四分之一，未来十年中东部地
区仍有较大的开发规模，分散式风电市场潜力较大。截至2016年底，中东部地区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合计达到2907万千
瓦，占全国风电装机容量的20%。那么理论上，中东部地区技术开发潜力还有8700万千瓦以上，规模不可谓不大。

 我们以华能陕西定边狼尔沟分布式风电场二期9MW工程可以进行简单推算，该项目总占地面积为62.55亩。其中永
久占地面积为19.43亩，主要包括风机基础、箱变基础、杆塔和检修道路;临时占地面积为43.12亩，包括吊装场地、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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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场内道路、直埋电缆，占地类型主要为荒草地。

 如果中东部地区的分散式风电全部开发的话，则需要土地60.465万亩，这些土地哪里来?

 但分布式光伏基本上都安装在工商业屋顶、农村屋顶等场所，可以说并不占用农业用地，因此只要产权明晰，就不
存在用地问题。

 技术难：分散式风机技术路线需要重新设定

 在2012年列入计划的18个项目中，85%以上的开发者来自大唐、华能、龙源等国字头企业，是概念中“不差钱”的
代表。比如龙源电力就拿到19.8万千瓦的项目，占到总共83.7万千瓦的20%。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集中式风电开发初期的情况。但不同的是，大规模风电虽然也是依靠政策推动的市场，但开发量
大、市场参与度高。而分散式风电发展至今，政府表现出的态度都是“慎之又慎”。其中原因在哪里?

 在业内人士看来，技术成本高是最大的问题。众所周知，在对风电的分散式开发中，主要是利用低风速资源。但根
据业内人士的研究，适用于低风速地区的风电机组制造成本，必然高于目前用于中高风速地区的风电机组，整机制造
商必须花费大量资金，对当前风电机组的设计进行创新，甚至翻新。

 但这对分布式光伏来说并不是问题。

 光伏的“小”指的是光伏电站的基础单元——组件，正是由一块块组件拼接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光伏电站。光伏组件
的小巧，借助于不同类型的支架让光伏电站出现了多种类型，如山丘电站、水面电站和屋顶电站等。

 与单台风电机组动辄需要上百万的成本相比，单个光伏组件的价格在几百元，3KW的光伏电屋顶电站投资也就需
要不到3万元。光伏电站的投资门槛不到3万元，装机容量可以按照资金多少进行调节。不管是自然人投资者还是企业
，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灵活投资，且安装地点更为灵活。

 光伏的“小”让运输很便捷。不管是吉瓦级、兆瓦级，还是千瓦级电站，都可以用“蚂蚁搬家式”运输解决。

 在并网消纳方面，分布式光伏可以按照装机容量接入各个电压等级的电网。一块光伏组件功率在280W左右，可组
成任意的装机容量的电网，甚至单块组件与储能设备相连能够提供野外照明。（策划 | 国际能源网  姜戎）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174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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