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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回三北

 3月初，酒泉市肃北县举办线上招商投资推介会，并成功签约4个项目，共计26.1亿元。其中，中节能(肃北)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下称中节能）确认启动马鬃山第二风电场B区200兆瓦风电项目，投资额达16.65亿元，约占此次签约总
金额的63.8%。

 沉寂四年后，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开始回温。此前不久，酒泉市代市长王立奇在《酒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正
式宣布，“2019年酒泉清洁能源产业持续壮大，停滞4年的风电项目‘解冻’。”

 破冰之力来源于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双双去补贴。风电平价政策发布后，各大开发商将目光重新转向三北地区。据
领航智库统计，目前，三北地区风电大基地项目总规模超过27GW。

 曾经，风电等清洁能源发展是酒泉市的支柱产业之一，行业曾以“酒泉速度”描绘中国风电发展之快。也正是在以
甘肃酒泉，新疆，内蒙古等为代表的“三北”这片热土上，中国风电迎来规模化发展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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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2011年5月16日龙源电力安徽来安19.8万千瓦低风速风电场竣工为标志，遭遇“弃风限电”的三北风电，开始“
南下”扩充版图。“上山下海”——山区低风速和海上风电等发展模式逐渐壮大，并与三北地区的陆上风电平分秋色
，成为风电发展的主要接续资源之一。过去一年，华东，中南，西南三地区新增风电装机量达1378万千瓦，超过“三
北”地区1106万千瓦的增量。

 然而，政策环境的变化调配着区域之间的此消彼长。“中东南部地区资源有限，加上环境保护成本过高，发展规模
受限；而三北地区建设成本低，环境要求容易满足，最主要的是三北地区风能资源好，且弃风限电得到了缓解。所以
，重回三北是必然事件。”中国国电集团前副总经理谢长军对「角马能源」表示。

 不过，谢长军等多位业内人士预测，三北地区即将迎来的这一轮高速增长仅能维持三年到五年左右。

 “风”回路转

 事实上，中节能并非酒泉唯一的掘金者。

 去年11月，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二期二批首期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在瓜州开工，指标容量为50万千瓦，其中包
括华能酒泉风电有限公司20万千瓦，华润电力风能（瓜州）有限公司10万千瓦，京城瓜州新能源有限公司10万千瓦，
瓜州县润浩新能源有限公司10万千瓦。

 据统计，入驻瓜州县的国内发电集团达到5个，包括装备企业在内的新能源企业更是高达21家。可以预见的是，风
电产业的回归将为GDP全省排名第三的酒泉注入强劲的动力。

 另一在抢装潮中明显提速的地区是2018年解除红色预警后的内蒙古。

 近日，华能北方上都1.6GW风电基地项目正式取得锡林郭勒盟能源局颁发的核准文件，通过核准。该项目所在的内
蒙古自治区是中国风电行业的排头兵，据《2019年风电行业深度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内蒙古累计并
网装机容量达到3007万千瓦，位列全国各省市区之首。

 2017年4月，内蒙古出台《自治区“十三五”工业发展规划》指出，到2020年，风电装机容量达到4500万千瓦。重点
建设阿拉善（乌海、巴彦淖尔）、包头北（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巴彦淖尔、乌海、阿拉善）、乌兰察布（呼和浩
特）、锡林郭勒、赤峰、通辽、呼伦贝尔（兴安）等八大新能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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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五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为内蒙古的这一雄心创造了绝佳的政策条件。
该政策正式明确，自2021年起，新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国家不再补贴。

 风电行业以“抢装”给予回应。然而，抢装潮下的整机涨价和建安成本攀升，令项目经济效益大打折扣。在此情况
下，内蒙古早前提出的大基地化发展模式被国内开发商们所认可。开发商测算，在规模效应，以及内蒙古7-8米/秒平
均风速禀赋下，可以把度电成本做到两毛左右。

 “三北地区在地形上很多都是平坦的戈壁，本身没有太多植被，土地原本没有多大提高经济效益的可能，相对而言
，土地费用和环保成本比较低。相对南方山地，北方修路只需简单推平，而南方山区有时候修进场路就需要上千万的
投资。”三峡新能源西北分公司帅争峰对「角马能源」表示。

 另一推力同样来自于政策变动。国家能源局称，对自愿转为平价上网项目和2019年新建的平价上网项目，电网企业
应优先落实电力送出和消纳方案。

 过去一年，包括乌兰察布600万千瓦平价大基地项目、阿拉善盟区上海庙风电大基地等在内的内蒙古八大风电基地
相继开工，涉及国电投、山东能源集团、华能新能源、大唐集团、中广核等近10家开发商。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一年
，内蒙古启动的大基地项目装机容量超过18GW。

 大量项目重返三北后，上游装备制造企业亦迈出重返三北的步伐。去年9月，天能重工中标中广核内蒙古兴安盟风
电场塔筒采购，为降低运输费用以及提升在三北地区的竞标能力，该公司宣布在内蒙古扩充10万吨产能；天顺风能亦
宣布将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投资6亿建设12万吨陆上风塔产能。

 资本归潮下，不难触碰到三北风电强劲的脉搏。

 被迫南下

 三北是中国风电规模化发展的摇篮。

 将时间拨回2010年。当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逾1300万千瓦，增量位居世界首位。截至2010年底，中国风电装
机总量已逾4000万千瓦。

 在此之前，中国风电几乎未曾走出三北这片广袤的土地。爆发式的增长之后，由于电网输送能力不足以及当地消纳
跟不上风电的快速发展，三北地区出现大面积的弃风限电情况。到2013年，内蒙古弃风率达到32%，甘肃弃风率达到
21%。

 中国风电被迫南下。谢长军在《大风起兮-龙源电力发展历程回顾》一书中回忆，“并非低风速地区比高风速地区
有什么优势，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三北地区风电大规模开发的送出消纳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中国风电发展的主
战场仍然在三北地区。”

 但事实上，在随后的几年内，三北地区弃风限电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全面升级。到2016年，甘肃省弃风率
高达43%，新疆和吉林弃风率均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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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建立监测预警机制促进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预警结果为红色的省
区市，国家能源局在发布预警结果的当年不下达年度开发建设规模，地方暂缓核准新的风电项目（含已纳入年度开发
建设规模的项目）。次年，甘肃、新疆、宁夏、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六省被戴上红色预警的帽子。

 以龙源电力为首的开发商开始南征。安徽是龙源电力选中的第一站。彼时，安徽火电装机超过90%，受困于环境污
染，正寻求改善能源结构的办法。2011年龙源电力安徽来安19.8万千瓦风电竣工投产，这是中国首座内陆地区低风速
风电场。

 龙源电力成功后，20余家风电开发商闻“风”而动，安徽省成为风电开发的又一热土。到2019年末，安徽省累计并
网装机达到274万千瓦。

 紧随其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区也迎来低风速风电开发潮。江苏、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市海上风电的发
展，亦为中国风电提供了宝贵的接续资源。到2019年末，上述沿海四省累计风电并网装机达到2333万千瓦。据行业统
计，2019年底前中国已核准未并网的海上风电项目规模为50-70GW，储备资源超过40GW。

 然而，今年初，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该文件正式明确：“2021年以后，新增海上风电和光热项目不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

 相对于陆上风电而言，海上风电产业链条尚未成熟，且建安技术难以突破，海工装备成本高昂。中央补贴的去除，
对于此时的海上风电而言如同釜底抽薪。如地方补贴不能跟上，海上风电发展将面临巨大的考验。

 中东南部等陆上低风速风电发展前景也并不乐观。以安徽省为例，其年平均风速不到6米/秒，风能资源有限。且安
徽多丘陵山地，植被茂密，相对于三北戈壁而言，平价时代来临后，中东南部植被恢复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压力也
不容小觑。

 站在2020年的起点上，十年南征的中国风电，开始班师回朝。“南方已经没有多少可开发资源了，中国风电如要发
展，必然回归北方。”谢长军如是说。

 回归之后

 弃风限电的问题会再度出现吗？

 这是三北风电难以回避的现实拷问。挥别依赖补贴发展的时代后，消纳将成为决定风电发展更为关键的因素。届时
，发电量是开发商唯一的收益来源。如重金投建的风电场最终不能并网发电，将对开发商造成致命打击。

 中国能源地理分布不均，能源供应大省偏北方，但需求大省却在东南沿海经济活跃地带。三北地区风电消纳能力有
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输电线路外送。

 以甘肃为例。目前，甘肃750kV网架已辐射主要的电源和负荷中心，向西建成武胜-河西-酒泉-莫高-敦煌-沙洲双回7
50kV骨干网架。同时，甘肃750kV网络向东通过4回线路与陕西电网联网；向北通过4回线路与宁夏电网联网；向西北
通过4回线路与新疆电网联网；向西南通过6回线路与青海电网联网。另外，甘肃750kV电网已建成祁连换流站-
韶山换流站±800kV特高压直流（以下简称祁韶直流）外送通道。

 但是，在现有的通道下，甘肃仍然存在8%的弃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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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三北地区部分已投运的特高压通道

 此外，电网架构也一定程度上影响消纳。帅争峰透露，宁夏的电网架构要优于甘肃，整体消纳能力也更强。

 不过，国家电网新任董事长毛伟明为风电行业带来好消息。日前，毛伟明宣布，国家电网今年全年特高压明确投资
规模将达1128亿元，带动社会投资2235亿元，整体规模近5000亿元，并公示了“五交五直”项目的前期工作时间进度
表。

 “五交五直”包括，南阳-荆门-长沙工程、南昌-长沙工程、武汉-荆门工程、驻马店-武汉工程、武汉-
南昌工程、白鹤滩-江苏工程、白鹤滩-浙江工程、金上水电外送工程、陇东-山东工程、哈密-重庆工程。

 如上述工程如期建设完工，三北地区的外送通道问题将得到缓解。不过，风电和光伏都具有不稳定性，其需要配套
水电或者火电资源进行调峰，以保持电网稳定。而风电规模越大意味着其所需要的配套火电或水电规模也越大。

 另一重不确定因素来源于受端省份。中东南部各省份或依赖火电装机、或依赖水力发电，开发现有资源能带动经济
发展和就业的情况下，让其放弃自身资源而转用外送电力，这关乎着另一重的利益博弈。

 不过，对于现阶段乃至随后几年，接近30GW的大基地风电项目，毫无疑问将带动三北风电进入第三轮建设高潮。
但不少业内人士推测，这轮高潮仅能维持三年左右。高潮过后，此间扩产的装备制造企业届时又该如何自处？（文 /
罗玲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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