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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上半年我国风电装机“井喷”

 2018年上半年，我国风电行业呈现迅猛增长态势。受到清洁能源消纳、风电保障性收购利用小时数等政策的影响，
我国弃风现象得到好转。全国26省份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另外，风电就近消纳优势得到凸
显，山东、江苏、广东地区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增长引领全国。

 受到弃风率下降，以及风电标杆电价政策影响，2018上半年，我国风电建设领域提速明显，风电装机出现“井喷”
之势。1-6月份全国新增风电并网容量794万千瓦，累计风电并网容量达到1.716亿千瓦。从装机趋势上看，我国风电建
设主要集中在东部、中部地区，山东、江苏依然是引领我国风电装机增长的主要区域。

 预计我国风电装机潮依然会延续，2018-2019年将成为我国风电发展的新节点。

 上半年全国风电装机呈现爆发式增长

 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我国风电装机增速有大幅度提升趋势。分区域显示，我国风电主要
集中在华北北部、西北区域，华东、华中、南方区域风电装机容量相对较低。虽然近年来我国东部、中部各省风电装
机增速提高，但是持续多年的“北高南低”的风电装机布局，短期内依然难以改变。

 统计显示

 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我国累计并网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的风电大省已经达到5个，且主要集中在华北、西北区域
，分别为内蒙古、新疆、甘肃、河北、山东。其中内蒙古风电累计并网容量最高，达到2761万千瓦。而华中、华东各
省则相对较低，累计并网容量普遍低于30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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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电累计并网容量增长情况

 2018年上半年，我国风电从“三北”地区南下趋势依然在延续，华北南部、华东区域、南方区域正在取代“三北”
地区，成为拉动我国风电增长的主要区域。特别是山东、江苏、广东传统负荷地区，以及河南、陕西等地，风电风电
装机提速较为明显，依靠就近消纳优势，该地区海上风电、分散式风电发展迅猛。

 统计数据显示

 山东、江苏、青海、陕西同比增长幅度高达182万千瓦、167万千瓦、165万千瓦、155万千瓦，居于全国前4位。而传
统风电大省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区则基本保持去年同期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年初国家能源局把内蒙古风电建设从红色预警降低为橙色。上半年内蒙古风电装机迅猛开闸。
截至目前，内蒙古已经达到2761万千瓦，同比增长150万千瓦，增幅处于全国前列。

 中电传媒电力传媒数据研发中心分析显示，上半年，多重政策利好，给风电装机大幅度增长带来多重推动力。

 首先，风电标杆电价下调政策驱动。根据国家能源局相关政策规定，2017年年底前核准，2019年前开工的项目执行
风电标杆电价，其余风电则执行竞价上网政策。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核准未建规模达到68GW，风电企业为了
拿到较高的风电标杆电价，2018-2019年将会带来风电装机井喷式爆发，这是拉动拉动本轮风电装机容量增长的主要
动力。

 另外，我国弃风现象总体好转，风电投资回报预期总体向好，风电企业投资建设动力十足。在清洁能源消纳，风电
利用小时数保障性收购多重政策助推下，我国风电弃风现象大幅度好转。2018年3月7月，国家能源局发布2018年度风
电投资监测预警结果，曾经的“红六区”仅剩下甘肃、新疆、吉林;内蒙古、黑龙江为橙色预警区域，山西北部忻州
市、朔州市、大同市，陕西北部榆林市以及河北省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按照橙色预警管理。该预警发布后，内蒙古、陕
西、山西、河北风电建设解禁，导致该地区上半年风电装机增速大幅度提升。

 最后，2018年被业内称为“分散式风电”元年，我国分散式风电正在成为华北南部、华中、华东、南方等地风电建
设的新动力。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河北计划2018-2020年开发分散式接入风电4.3GW，河南“十三五”拟建2.1GW分散
式风电，山西“十三五”分散式风电项目开发建设规模达987.3MW。广西、贵州等省份也早已明确将跟进编制分散式
风电建设规划。2018年初，我国首个分散式风电在辽宁落地，陕西、山西、河南分散式风电呈现遍地开花之势，这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风电并网容量的提升。

 全国弃风现象得到大幅度好转

 2018年上半年，我国风电消纳继续延续2017年下降趋势。国家能源局公开数据显示，1-6月，全国弃风电量182亿千
瓦时，同比减少53亿千瓦时。我国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1143小时，同比增加159小时。

 从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绝对值上看

 上半年，我国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出现了普遍增长的态势，华北、华东区域总体处于高位，而西北、南方则相
对较低。与去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山东、江苏、广东用电大省同比增长达到399小时、285小时、299小时。三省也
是我国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增长最快的区域。持续受到弃风压力的“三北”地区，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也实
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红色预警区甘肃、新疆、吉林，增长幅度也同样达到237小时、115小时、240小时。值得
关注的是四川、青海、天津，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同比下滑幅度高达202小时、198小时、26
0小时。

 分析显示

 2018年上半年，受到在相关政策的助推下，特别是各个电力交易中心积极推进清洁能源消纳，风电保障性利用小时
数收购政策的落实，对于风电消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半年，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会同有关省电力交易中心积极
采用市场化交易机制，实施10个促进清洁能源消纳的相关市场化交易品种，7个交易品种已经做到常态开展。除了常
态开展的交易品种外，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还探索试点开展其他3个市场化交易品种，包括抽蓄电站抽水电量与低谷新
能源的交易、清洁能源应急消纳交易和跨区域可再生能源现货交易。风电消纳的市场环节进一步被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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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风火顶牛”的现象得到大幅度改善。2018年大规模火电灵活性改造，为风电大规模消纳腾出空间。特
别是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取得巨大的成效。统计显示，我国火电灵活性改造腾出的空间足够覆盖新增风电消纳的
需求，大规模的火电灵活性改造，有望实现风电行业中长期稳健发展。

 分析显示，火电灵活性改造在 2020 年总量将达到 2.1 亿千瓦，实际火电调峰能力达 20%。假设全国风电弃风限电率
2020 年下降到 5%，装机达到能源局规划的 2.6 亿千瓦，需要新增消纳风电空间 4 年合计数为 1491
亿千瓦时。火电灵活性改造，为风电消纳拓展了巨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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