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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加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许可准入监管

 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 优化电力业务许可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通知表示，项目装机容量6MW(不含)以下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发电项目，不纳
入电力业务许可管理，继续实施电力业务许可豁免政策。

 经营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含垃圾发电)、海洋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发电业务的企业，简化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
申请要求。同时，要加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许可准入监管。

 以下为原文

关于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优化电力业务许可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充分发挥电力业务许可制度在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维护电力
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作用，现就优化电力业务许可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简化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管理

 （一）继续实施电力业务许可豁免政策

 以下发电项目不纳入电力业务许可管理：

 1.经能源主管部门以备案（核准）等方式明确的分布式发电项目；

 2.单站装机容量6MW（不含）以下的小水电站；

 3.项目装机容量6MW（不含）以下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发电项目；

 4.项目装机容量6MW（不含）以下的余热余压余气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

 5.电量不上网交易的自备电站和地（市）级及以下调度机构调度的非化石燃料直接燃烧自备电站。

 相关企业或个人（以下简称“项目运营主体”）经营上述发电业务不要求取得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项目运营主
体在与电网企业办理并网运营手续时，不再要求提供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

 上述项目已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由各派出能源监管机构（以下简称“派出机构”）进行公示注销，公示期不少
于30日。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的，办理注销手续。

 派出机构要通过电网企业、调度机构等多种渠道积极联系有关企业，做好政策宣传工作。

 （二）简化部分发电企业许可申请要求

 除按本通知可以豁免许可的情况外，经营以下发电业务的企业，简化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申请要求。

 1.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含垃圾发电）、海洋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发电；

 2.余热余压余气资源综合利用发电。

 具体简化内容如下。

 主要负责人方面。企业安全负责人、生产运行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允许一人兼任其中两项或三项职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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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资料方面。不再要求提供年度财务报告、财务状况审计报告，提供财务情况说明即可。

 二、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严把许可准入关

 （一）明确发电机组并网许可要求

 发电机组（豁免项目除外）应当在完成启动试运工作后3个月内，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在此规定时限之前，发电
企业与电网企业签订《并网调度协议》《购售电合同》可暂不提供电力业务许可证，超过规定时限仍未取得电力业务
许可证的，有关机组不得继续发电上网。

 （二）加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许可准入监管

 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豁免项目除外）发电机组（单元）并网后，应于3个月内完成有关机组的启动试运行工作，
并在完成启动试运工作后3个月内，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分批投产的风电或光伏发电项目，应分批开展启动验收，
分批申请许可。未按上述要求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并网发电的，对发电企业及相关电网企业、调度机构要依法严肃处
理，有关情况记入企业信用信息记录。

 （三）做好投产煤电项目的许可管理

 对于未列入投产名单的煤电项目（不含燃煤背压机组），不得颁发电力业务许可证。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不纳入
电力业务许可管理。

 （四）做好煤电机组市场退出，促进淘汰落后产能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一步淘汰煤电落后产能 促进煤电行业优化升
级的意见》（发改能源〔2019〕431号）文件精神，对于列入淘汰关停计划的煤电机组（应急备用电源除外），派出
机构应按照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落后煤电机组关停方案和年度关停计划明确的时限，督促企业办理许可证
注销手续。经地方能源主管部门确认已实际关停的项目，按规定注销电力业务许可证。

 煤电应急备用电源关停后应及时注销或变更电力业务许可证，关停机组发电权转让不需要保留电力业务许可。

 三、规范许可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一）调整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申请条件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27号），将电力业务许可证（供电类）
申请条件中“具有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供电营业区”调整为“具有供电区域的划分意见或协议书”。

 （二）规范增量配电业务许可管理

 在供电企业持有的电力业务许可证（供电类）副本“供电营业区覆盖范围”中统一标注“不含已许可的增量配电区
域”。各派出机构应当在本通知印发后及时组织供电企业集中办理许可证信息标注工作。

 持有电力业务许可证的增量配电业主依法享有许可范围内经营供（配）电业务权利，原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增量配
电业务配电区域划分实施办法（试行）》（发改能源规〔2018〕424号）要求，妥善处置存量资产和用户，不得在该
区域内发展新用户。

 派出机构向增量配电业主作出的许可决定应同时抄送原供电企业。

 （三）加强输、供（配）电企业事中事后监管

 输、供（配）电企业应当严格履行持证企业义务，按照要求开展年度自查，发生变更事项及时向派出机构提出申请
，输、供（配）电企业许可制度执行情况记入企业信用信息记录。

 输电企业新建、改建输电线路或者变电设施投入运营的，每年二季度集中办理上一年度此类许可事项变更手续。

                                                  页面 2 / 3



国家能源局：加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许可准入监管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48740.html 
来源：国家能源局

 供电企业新建、改建供电设施投入运营或终止运营供电设施，不列入许可事项变更，按照登记事项变更管理。供电
企业应于每年二季度集中向派出机构报送主要设施、设备变化情况并办理变更手续。

 四、推进证照分离改革，优化许可审批服务

 落实国务院“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要求，为全国各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开辟许可证办理绿色通道，提高许可
服务质量。主要措施如下。

 （一）全程网上办理

 企业可于所在地派出机构网站，全程网上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的新申请、变更、
延续等业务，实现许可办理“最多跑一次”或“一次不用跑”。各有关派出机构应在门户网站公布审批程序、受理条
件及办理标准并公开办理进度，方便企业咨询、查询、办理相关业务。

 （二）压减申请材料

 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有关信息由派出机构通过部门信息共享获取；不再
要求申请人提供财务状况审计报告。

 办理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有关信息由派出机构通过部门信息
共享获取。

 （三）缩短审批时限

 电力业务许可证、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审批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调整为“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各派出机构要大力压减审批时间、优化许可流程、提高
审批效率，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查、批准工作。

 （四）强化信用监管

 实施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手段，对持证企业依据其信用状况分类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依法查处违法
违规行为，有关情况纳入企业信用信息记录。加强信息归集共享和信息公示，对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国家能源局关于明确电力业务许可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资质〔2014〕151号
）过期失效，不再执行。本通知下发前有关电力业务许可管理文件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照本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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