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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福建省风电场市场化竞价

 风电产业作为新能源技术，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政策是推动风电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风电补贴政策是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方面，风电补贴水平直接决定风电产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市场化水平。2015年我
国开始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继国家能源局提出到2020年风力发电实现平价上网，不再给予补贴之后，今年福建省也
出台了对于风电将采取部分市场化竞价的相关政策。如何将政策执行到位，风电如何能利用市场机制更好地发展，将
是未来几年风电项目各利益相关方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文将在分析已出台的几个政策的基础上，区分福建省风电场的几种类型，对于未来将要实施的竞价上网的方式进
行探讨。

 1、相关政策与分析

 （1）相关政策。2017年7月7日，福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福建省物价局、福建能源监管办颁布了《关于印发
进一步优化全省清洁能源运行调度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是以《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和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关于有序放开发
用电计划的通知》（发改运行〔2017〕294号）等文件为基础，针对核电、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出台的一项促进
清洁能源消纳和工业经济平稳发展的政策。文件规定：“国家规划内的既有大型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
洁能源发电，以及网对网送受清洁能源的地方政府协议，通过优先发电计划予以重点保障。优先发电计划电量不低于
上年实际水平或多年平均水平，⋯⋯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协商或通过市场化交易方式确定送受电价格，
鼓励通过签订中长期合同的方式予以落实；优先发电计划电量以外部分参加受电地区市场化竞价”。而在福建省省级
层面，对于各种清洁能源的优先发电计划电量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其中在风电方面确定：“参照国家风电重点地区
最高保障利用小时，统调陆上风电场以2100h作为基数利用小时。”

 （2）分析。根据以上文件，我省以2100h作为优先发电计划电量的利用小时数。福建省仍然实施全额上网，但各陆
上风电场年发电量在2100h以内的发电量可以按目前的电价水平接入电网；而高于2100h部分的发电量则要经过市场化
竞价上网。因此，福建省各风电场传统的发电形式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即：将从之前的尽可能获取最多的发电量，转
变成根据各个风电场不同的特点结合即将出台的电价政策进行调整。而截至发稿为止，我省关于市场化竞价上网的电
价政策尚未出台，本文将对这一部分进行探讨。

 2、风电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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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6年年底，福建省已投产风电装机总容量达208.5万kW。从地区分布来看，已投产的陆上风电场主要集中在
福州、莆田、漳州、泉州和宁德5个沿海地市风能资源丰富区和较丰富区；在建设单位（开发商）方面，包括了省属
各企业，以及各大央企等。福建省沿海5地市开发的风电场地处风能资源丰富区或较丰富区，执行现有陆上风电电价
政策，整体经济效益较好，全额上网，风电就地消纳为主，没有出现弃风限电现象。

 在对于福建省的风能资源分析中，2016年的风况可以看作是近几年以来比较典型的平风年，各风电场的发电数据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从2016年福建省各风电场发电情况来看，在50多个已投运风电场中，年上网小时数多于2100h的有
近40个，占全部风电场的75%以上。这也就意味着，我省大部分的风电场将受到这个优先发电计划电量的影响。

 目前，已投运的风电场可根据不同条件分成以下几类：

 2.1按照风电场的风能资源分

 福建省的风电场从所处的位置上分，大致可以分成沿海与山区风电场2种类型。由于风能资源、地形地貌等因素的
不同，造成了不同类型的风电场在发电表现方面的不同。

 本文选取2个风电场：风电场A位于莆田兴化湾附近，是一个典型的沿海陆上风电场，其年平均风速高，风能资源
丰富；风电场B是位于福建省内陆高山风电场，风电场距离海岸线约50km，其风机机位平均高程在1000m以上。由于2
个风电场投产时间不同，在本文中采用的评估年限有些差异，具体见图1、图2。

图1风电场2012~2016年每月平均利用小时数

图2风电场2015~2016年每月平均利用小时数

 从图1、图2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2种类型风电场在1年中各个月发电的表现不尽相同，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是风电场所处地区风能资源的不同。风电场A位于莆田沿海，平均风速年变化特点为夏季风速小，秋季风速大。全年
的盛行风向以偏NNE为主，秋冬季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加之台湾海峡的“狭管效应”，多东北大风，此时大风日数
多；春夏季主要以SW风为主，风速小，大风日数也少。风电场B位于内陆山区，属南亚热带季风区。天气与气候处于
东风带和西风带交替影响的过渡区，也是温带、副热带和热带各类天气系统频繁交替影响的地区，其大气环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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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影响天气系统以及天气、气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在多年观测中月平均风速以春季最大，夏季次之，风向以
NE、ENE、E、WSW为主。

 2.2按照各风电场的投产时间分

 福建省风电项目是在2009年以后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此前投资建设的风电场大多采用进口风电机组，虽其机组性能
较好，但价格也较高，进而抬高了风场建设的造价成本。

 近几年，随着国产风电机组竞争力的提高，在风电场中使用国产风电机组的比例也在逐步上升。特别是近2年山地
风电场的建设中，国产机组在我省各风电场风电机组的投标中表现更加出色。因此，在这些风电场里风电机组在总投
资中的占比日益下降，造价成本已呈明显下降的趋势。

 2.3按照各风电场的上网电价分

 福建省风电项目目前执行的是国家风电电价政策。国家已经出台了包括风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价格分摊办法，对风
电上网电价高于火电的部分实行全国分摊。但是由于国家对风电电价政策的不断调整，目前福建省的风电项目实行以
下几种电价政策：

 （1）2009年之前。投产的风电场采取的是风电招标上网电价。因此这个时期各个风电场的上网电价各有不同。

 （2）2009～2015年。国家发改委在2009年7月颁布的《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中，将福建省的风
能资源定为Ⅳ类资源区，确定在2009年8月1日以后核准的风电项目其风电标杆上网电价水平为0.61元/kWh。在此期间
的风电场采用的是0.61元/kWh的上网电价，其中0.3737元/kWh为福建省的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高出部分为可再生
能源补贴。

 （3）2016～2018年。国家发改委2015年12月24日发布《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明
确对陆上风电和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进行下调。福建省的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在2016年下调至0.60元/kWh，2018
年下调至0.58元/kWh。

 （4）2018年以后。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关于调整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中再一次降低2
018年1月1日之后新核准建设的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调整之后福建省2018年新建项目的标杆上网电价为0.57元/kW
，风电标杆电价进一步降低；并在文中进一步明确风电将在2020年实现平价上网。

 综上，由于风电场投产时间、风电政策调整等原因，造成了福建省风电项目实行多种电价，这也将对整个风电项目
的收益造成不小的影响。

 3、电价政策的设想与展望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省的各个风电场不论是在风能资源、建设成本，还是上网电价方面都存在许多差异。
如果采用统一的定价方式，则势必存在一定不合理性。如上文所述，各陆上风电场年发电量在2100h以内的发电量可
以按目前的电价水平接入电网；而高于2100h部分的发电量则要经过市场化竞价上网。如何在1年的时间中分配这2100
h，且高出2100h这部分发电量如何进行竞价上网，这将成为市场设计者和市场参与者们重点考虑的问题。因此，本文
将依据以上各种分析提出几点设想，具体如下：

 （1）根据风电场的投产时间、电价进行划分。在国际上，许多风电发展比较发达的国家，如丹麦、德国，都根据
不同的投产并网的时间采用不同的电价政策。例如在丹麦，陆上风电场上网电价包括市场价格和固定补贴2部分，并
设定了一个满负荷小时数，根据不同的并网时间采取差异化的补贴政策。这个补贴政策则细化1999年、2000-2002年、
2003-2004年、2005年以后等几个阶段。而在德国，则是从2012年起，每年新项目的电价在前一年基础上下降1.5%，而
修改前的电价年均降幅为1%。项目在运营初期采用一个固定的“初始电价”。“初始电价”是高于普通电价的补贴
电价，其应用的时间取决于风能资源状况，应用的最长时间期限是20a。应用时间期满后，风电电价降低到“基础电
价”，后者一般与传统电价保持相当的水平。在此，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先进国家的经验，根据实际情况，在参考风电
场投产运行时间、电价的基础上，针对每个地区或每种类型的风电场提出一个更加具体的市场化交易规则和电价政策
。

 （2）风电场逐月申报发电量。每个风电场在各个季节、月份甚至每天的发电量都有不同，而且风电场经过几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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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其每个月的发电量大致可以预估出来。例如，以上举例中的风电场A，它的秋冬季风速大可以用来发电；春夏
季风速小，且受到台风影响的几率大，可以安排停机检修。而风电场B则是春夏季风速大时发电；秋冬季安排停机检
修。在气象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根据风电场设立的风功率预测系统、结合风电场实际运行情况，预计出每个月的运
行情况已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因此，可以由风电场逐月申报参与竞价的上网电量，经安全校核后，由调度机构执
行。

 4、结论

 随着福建省于2017年《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全省清洁能源运行调度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的出台，传统的风电
场运行方式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如何保证各方的利益，最大限度的保持公平公正，这将是摆在电价政策的制定者面前
最大的问题。而以2100h作为优先发电计划电量的利用小时数这条分界线也将牵动着各个开发商与运行商的心，如何
更好地利用游戏规则，如何为自己的风电项目获取最大的利益也将是投资需要重点关注的话题。（作者丨孙唯宓
福建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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