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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哪些光伏项目不限指标？

 2018年光伏市场可谓“严”字当头，根据最新下发的两个征求意见稿，地面电站要严格禁止未批(备)先建和先建先
得，分布式光伏也踩下急刹车。2018年行将过半，在严控光伏规模的信号之下，今年有多少国家指标可抢?

 一、普通地面电站11.7GW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指导意见》，2017至2020年，共计规划光伏指
标86.5GW，领跑者基地每年8GW。2018年光伏规模为21.9GW，除去领跑者8GW指标，剩余13.9GW。这一规模仅为
普通地面电站，不包括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村级扶贫电站以及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配套建设的光伏电站。

 然而，13.9GW并不是最终规模。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7年度光伏发电市场环境监测评价结果》，对于评价结果为橙色的地区，国家能源局在省级
能源主管部门提出有效措施保障改善市场环境的前提下，可视情安排不超过50%的年度规划指导规模。

 下图为2017年光伏市场监测评价结果为橙色地区，其中北京、天津、上海、福建、重庆、西藏、海南7个省(区、市
)自行管理本区域“十三五”时期光伏电站建设规模，并无国家指标。

 因此，具有国家指标并且属于橙色地区的有青海、内蒙、吉林、云南、河北、陕西6个地区。

                                                  页面 1 / 4



2018年哪些光伏项目不限指标？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24567.html 
来源：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

 根据规定，监测评价结果为橙色的地区光伏指标或将减半，2018年普通光伏电站规模还剩13.9-2.2=11.7GW。

 而国家能源局最近下发的《关于完善光伏发电建设规模管理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对于管理不力，市场监管
评价结果由绿色变为橙色和连续橙色地区，按红色进行规模管理，暂不安排年度建设规模。

 同时《征求意见稿》指出，2018年将改进年度规模管理方式，国家能源局不再下达各地区年度建设规模，由各地落
实年度规模实施条件后，在国家分解提出的各地发展规模范围内自行组织实施。

 因此，11.7GW规模仅供参考，具体指标仍以各地区实际实施情况为准。

 二、光伏扶贫规模 4.186+4GW

 《2018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年内将下达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规模约15GW。业内认为这一规模指的是整个
“十三五”时期的指标。今年初公布了第一批光伏扶贫“十三五”规模4.186GW，结合河北、山西、四川等地发布的
相关文件，这一指标将于2018年内建设完成。其中集中式扶贫电站于“630”前实现并网，村级扶贫电站年底建成。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李创军曾表示，年内将下达第二批扶贫指标。据滕晖光伏表示，按照往年下发规模来看
，今年第二批扶贫项目规模在4GW左右，全年扶贫指标在8GW左右。

 三、光伏领跑者 6.5GW

 第三批光伏领跑者示范基地分为应用领跑者与技术领跑者，总规划8GW,第一期应用领跑者共5GW，技术领跑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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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其中技术领跑者要求在2019年6月30日前并网。

 四、分布式光伏 10GW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李创军公开表示，2018年拟安排1000万千瓦规模用于分布式光伏建设。

 鉴于今年一季度分布式新增装机为7.685GW，剩余3个季度瓜分2.4GW指标的可能性不大。目前业内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该10GW指标将用于全额上网分布式项目，另一种认为指标或用于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分布式项目。对政
策的理解还是要以最终正式出台的分布式管理办法为准。

 综上，11.7(普通电站)+4.18+4(扶贫规模)+6.5(领跑者)+10(分布式)=36.38GW，这是今年所有的国家指标。

 (注：以上数据仅统计国家指标，不包含北京、天津、上海、福建、重庆、西藏、海南7个省(区、市)自行管理本区
域“十三五”时期建设规模、张家口市专项建设规划，以及其他不限指标类光伏项目。数据仅供参考，欢迎业内专家
批评指正!)

 不限制指标的光伏电站

 在国家指标规划之外，还有几类光伏电站不设指标限制，分别为小于50kW的户用光伏电站，小于6MW、上网电量
不超过50%的分布式电站，大于6MW小于20MW分布式电站以及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项目。

 1、小于50kW户用光伏

 不同于踩下刹车的分布式光伏，户用光伏再迎政策利好，国家能源局在印发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规定，不超过50KW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可选择全额上网、全部自用、余电上网三种
运营模式。

 这意味着，户用小于50kw的户用光伏不设指标限制。业内估计户用光伏将达到80-100万户，规模在6—8GW。

 2、小于6MW分布式电站 上网电量不超过50%

 不超过6兆瓦且单点并网的小型分布式光伏设施可选择全部自用、余电上网(上网电量不超过50%)两种模式。

 3、大于6MW小于20MW分布式电站且全部自用

 总装机规模大于6MW但不超20MW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应采用全部自用的运营模式，而自发自用模式将不受国家指
标控制。

 4、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项目

 2017年底，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下发了《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并于2018年1月下发了补
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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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规定参与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的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

 在补充通知中规定：

 这部分指标是企业可以自主申请的，同当地能源主管部门以及电网公司协调好申报方案后便可以递交到国家能源局
。所以，分布式电力市场化交易的试点将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自主申请且不会非常依赖补贴的一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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