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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能源监管局对青海光热发电项目三大问题给出建议

 2015年、2016年国家能源局相继印发《关于组织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建设的通知》（国能新能[2015]355号）、《
关于建设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的通知》（国能新能[2016]223号），旨在推动我国太阳能热发电技术产业化发展。

 在国家能源局公布的第一批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中，西北能源监管局监管辖区内陕西、宁夏无示范项目，青海省
有四个示范项目，装机总容量28.5万千瓦。

 为加快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建设，促进能源清洁生产和高效利用，按照行业监管要求，西北能源监管局认真部署
，深入开展了辖区内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监管调研工作，掌握了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的建设进度、配套政策等基
本情况，并提出了推进示范项目建设的意见建议。

 1示范项目基本情况

 目前国内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产业规模，工程造价较高，技术装备制造能力弱，缺乏系统
集成及运行技术状况，为攻克关键技术装备，形成完整产业链和系统集成能力，2015年9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
组织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建设的通知》（国能新能[2015]355号），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

 其后，全国各省陆续上报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109个，经专家评审确定了第一批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

 2016年9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建设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的通知》（国能新能[2016]223号），发布第一批太
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20个，总计装机容量134.9万千瓦，包括塔式9个、槽式7个、菲涅尔式4个。西北局监管辖区内陕
西、宁夏无示范项目，青海省有四个示范项目，装机总容量28.5万千瓦，塔式3个、槽式1个。

 同时国家能源局要求，示范项目应在2016年9月30日前完成备案，尽早开工建设，原则上应在2018年年底前建成投
产。并且，为保障太阳能热发电项目的技术先进性和产业化发展，避免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在“十三五”时
期，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均纳入国家能源局组织的国家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统一管理。

 2016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太阳能热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1881号），核定
了全国统一太阳能热发电（含4小时以上储热功能）标杆上网电价为1.15元/千瓦时（含税），该电价仅适用于纳入国
家能源局2016年组织实施的、2018年12月31日前全部投运的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

 2019年以后国家将根据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发展状况、发电成本降低情况，适时完善太阳能热发电价格政策，逐步降
低新建太阳能热发电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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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青海省四个示范项目建设情况

 ①中广核德令哈槽式光热发电项目

 中广核德令哈槽式光热发电项目位于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太阳能工业园区，于2013年2月5日取得青海省发展改革
委项目核准批复，由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该项目采用抛物面槽式导热油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建设190个槽式集热器标准回路，配套9小时熔融盐储热系统，光
电系统转换效率14.03%，占地面积约2.6平方公里，采光面积约62万平方米，发电装机容量5万千瓦。

 项目利用亚开行低息贷款，总投资17亿元，是国内首个开工的大规模商业化光热发电项目，于2014年7月开工建设
，2015年8月主体施工安排进场。截至目前，全场设备和工程采购完成100%，已完成基础建设和部分安装作业。预计
项目投运时间为2018年6月28日。项目送出线路计划接入青海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柏树新能源汇集站。

 中广核德令哈槽式光热发电项目建成投运后，预计每年可节约近6万吨标准煤，节能减排效果显著，除体现清洁能
源的环保效益以外，电站场所还将形成独特的人文景观，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同时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②中控德令哈塔式光热发电项目

 中控德令哈塔式光热发电项目位于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太阳能工业园区，于2012年2月20日获得青海省发展改革
委项目核准批复，由浙江中控所属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该项目采用自主研发的熔盐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设计配套6小时熔融盐储热系统，光电系统转换效率18%，占
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采光面积约55万平方米，装机容量5万千瓦，项目总投资10.88亿元。

 项目于2016年10月25日开工建设，截至目前，项目设计全部完成，全场设备和工程采购完成75%，已开始定日镜基
础施工、立柱安装和镜体生产安装，以及储罐、电控楼基础施工，吸热塔基础施工已至50米。

 按照施工进度计划：

 2018年5月，完成全场土建工程施工；

 2018年7月，完成镜场所有设备安装；

 2018年11月，完成系统单体调试和系统调试；

 2018年12月，投入试运行并网发电。项目送出线路计划接入中广核5万千瓦示范项目主变高压侧，之后共同并入柏
树汇集站。

 中控德令哈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建成投运后，由于设计优化，储能时间将由申报获批的6小时提高至7小时，年发电量
由原申报的1.28亿千瓦时提高至1.46亿千瓦时，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4.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2.4万吨。

 ③中国电建共和塔式光热发电项目

 中国电建共和塔式光热发电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生态太阳能发电园区，2015年10月28日青海省发展改革委
同意该项目备案，由中国电建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项目采用自主设计的熔盐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设计配套6小时熔融盐储热系统，光电系统转换效率15.54%，采
光面积约52万平方米，装机容量5万千瓦，总投资11.94亿元。项目于2017年6月18日举行奠基仪式，目前只完成了进场
道路、围栏及发电区场平。

 预计年底完成初步设计修编，配合设备招标采购及现场施工进度计划，预计2019年6月设备调试并网。项目送出将
接入青海电网目前已经投运的共塔330kV汇集站。

 中国电建共和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建成投运后，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2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5.7万吨、氮氧化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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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吨、烟尘704.2吨。

 ④黄河公司德令哈塔式光热发电项目

 黄河公司德令哈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原计划位于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2015年6月青海省发展改革委同意该项目备
案，由国电投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电气集团、美国亮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

 项目采用美国亮源公司的水工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设计配套3.7小时熔融盐储热系统，光电系统转换效率15%
，装机容量13.5万千瓦，为本轮装机容量最大的示范项目，总投资32亿元。

 项目启动后发现，德令哈市为非对外开放城市，不能建设中外合资项目。为续建项目，投资方重新开始项目选址，
并变更技术路线。2017年1月，经同意，项目厂址调整为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大格勒乡，同时按装机10万千瓦熔盐
塔式光热发电，配套12小时熔融盐储热系统开展设计。

 近期又发现，项目新址与其它项目冲突，有可能要进行再次选址，按照常规的项目建设时间进度，该项目无法在20
18年底前并网投运。

 3存在三大问题

 纵观青海省四个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预期都具有良好的环保性、高效性等特点。但在项目建设，以及预期投产
运营后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部分项目建设进度慢

 国家能源局《关于建设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的通知》（国能新能[2016]223号）要求，示范项目应在2016年9月30
日前完成备案，尽早开工建设，原则上应在2018年底前建成投产。

 从目前情况看，四个示范项目均在2016年9月30日前完成核准或备案，中控和中广核项目建设进度正常，预期在201
8年底能够并网投运；中国电建、黄河公司项目均未进入实质性开工建设阶段，并网投运时间预计将滞后于国家能源
局建成投运的时限要求，无法享受1.15元/千瓦时的光热发电标杆电价，影响了示范效应的正常发挥。

 太阳能热发电项目需要提前介入、定位，做好调查研究、论证、资源测试等前期准备工作，中国电建和黄河公司两
个项目建设进度比较慢，在厂址选择、技术定型、方案设计、设备施工采购等多方面产生桎梏，影响了建设工作正常
开展。

 究其原因，一方面投资方自身对项目前期准备和论证不够充分，决策不够周密；

 另一方面，光热技术属于新技术，尤其在示范阶段，技术设计缺乏规范，指标设计没有标准，更无可参考借鉴的成
功范例，增加了项目实施的不确定性，这更是一个不断试错修正的过程。

 （二）建设期配套政策不到位

 ①土地成本高

 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占地面积大，选址要求也较光伏发电更为严格，但项目土地投资费用高，加大了项目建设期资金
投入。据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有限公司反映，目前该公司在土地使用方面，已缴纳和需缴纳共三项费用：

 一是征用土地给当地牧民经济补偿已经支付完毕；

 二是耕地占用税已经支付完毕；

 三是草原征占用费用，2015年该公司已经取得土地证，近期有关部门通知该公司因占用草原，需接受处罚再补办草
原征占用手续，处罚金额及征占费用目前还无法准确计算。

 ②融资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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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是试验示范阶段的新技术，属于创新型的技术发展理念，在具体项目的技术和管理上都缺乏经验
，造成许多金融机构采取观望态度，项目业主获得融资难度大，特别是民营企业，虽具有较强的技术能力，但企业整
体实力弱，融资更加困难。

 另外，目前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所面临的弃风、弃光不能全额消纳，可再生能源补贴下降和到位滞后等情况，
今后是否会发生在太阳能热发电项目上，造成贷款回收困难，也加大了金融机构放贷谨慎性。

 ③并网接入费用高

 中控、中广核项目并网接入系统建设过程中，根据两个项目核准批复文件及青海省电力公司并网接入计划，中控项
目自建送出线路至中广核示范项目主变高压侧，再由中广核和中控合建送出线路至由青海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的柏树新能源汇集站，最终并入青海电网。

 目前，中广核、中控项目正与青海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协调接入汇集站问题。青海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表示，中广
核、中控项目必须分别支付大额资金，方能接入汇集站。双方多次协商，仍无法达成一致，两个项目并网接入、投产
运营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三）项目业主对投运后预期收益不乐观

 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以推动光热产业的规模化和产业集成的能力为主要目标，但投资收益仍是项目投资方密切关
注的现实问题。

 2018年底前投运的青海省示范项目，执行国家核定的太阳能热发电项目标杆电价1.15元/千瓦时，其中0.2277元/千瓦
时青海省平均购电价部分，由青海电网按月及时结算，剩余0.9223元/千瓦时属于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应先进入补贴
目录，才能取得相应的补贴收入。

 而目前补贴目录的申报周期为一年，间隔时间较长，并且补贴发放延迟的情况已经常态化。

 同时，项目业主还担忧未来是否会因送出和消纳的问题，出现弃光限电窘况。在项目不能有效保证设备利用小时，
无法及时足额获得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情况下，项目将无法正常生产经营。

 4政策建议

 （一）加强规划引导，释放后续示范项目

 太阳能热发电是综合产业，需要对光电技术、储能技术、装备制造、施工工艺、传统电力等因素进行整合，建立示
范项目制度的目标。

 ①扩大太阳能热发电产业规模，通过示范项目建设，形成国内光热设备制造产业链，建立并完善太阳能热发电技术
规范和标准，尽快达到商业化运营规模要求；

 ②培育系统集成商，通过示范项目建设，培育若干具备全面工程建设能力的系统集成商，以适应后续太阳能热发电
发展的需要。

 建议

 因此，建议加强规划引导，同时支持在建项目续建，释放后续示范项目，保持并增加项目投资方对技术研发和项目
运营人力、物力、财力投入，通过项目设计、建设、运行培养人才积累经验，促进太阳能热发电相关装备的研发，以
及统一标准下的大规模量产复制，降低投资建设成本，提升项目运营管理水平。

 （二）加大配套政策支持力度，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太阳能热发电项目是并网友好型的清洁能源，具有明显的“绿色、节约”的环保特性，完全符合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的“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的要求，应是今后一段时
期重点支持发展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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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国家制定进一步支持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建设在土地、财政、税费、信贷、行政审批、并网接入等方面的政策，督促
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要求，并切实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充分
发挥项目的产业化示范作用。

 （三）完善相关保障政策制度，提升对项目预期的信心

 在太阳能热发电产业的初期阶段，项目正常生产经营取得投资回报，是决定产业未来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建议

 国家进一步完善可再生能源全额收购相关政策，并对太阳能热发电给予一定倾斜，充分发挥光热发电效率，进一步
降低成本；

 建立太阳能热发电电价补贴目录申报和发放绿色通道，确保项目能够及时足额取得电价补贴，确保项目建成投运后
正常生产经营。利用政策保障，消除项目投资方对项目预期的各种疑虑，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文丨西北能源监
管局）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19007.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5 / 5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19007.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