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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到2025年底建成风电、光伏各10GW以上！

 6月16日，四川省发改委发布《四川省“十四五”光伏、风电资源开发若干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到2025年
底建成光伏、风电发电装机容量各1000万千瓦以上。

 以下为原文

四川省“十四五”光伏、风电资源开发若干指导意见�

 为适应能源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科学有序加快推进光伏、风电资源开发，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光伏、风电开发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围绕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坚持市场化配置资源，坚持基地化、规模化、集约化开发，加快光伏、风电资源开发，构建绿色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增强清洁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更好发挥光伏和风电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变革中的作
用，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原则

 规划先行、有序实施。坚持系统观念，规划引领，科学编制开发规划及技术方案，明确建设规模及开发时序。

 市场配置、公开优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优选项目
法人，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

 分类施策、分级管理。合理确定开发模式，市场化方式确定项目法人；省上审定规划、安排年度规模，市（州）政
府编制实施方案报省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

 统筹用送、多能互补。按照“优先自用，合理外送”的原则，统筹好自用与外送、水电与光伏及风电的关系，落实
好源网荷储一体化和风光水多能互补发展要求。

 技术先进、绿色发展。创新资源开发模式，鼓励采用先进技术，推广智能运维；坚持资源开发生态优先，促进能源
绿色高质量发展。

 （三）发展目标

 到2025年底建成光伏、风电发电装机容量各1000万千瓦以上。

 二、因地制宜确定开发模式

 按照国家源网荷储一体化和风光水多能互补发展要求，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市（州）政府科学
合理确定光伏、风电项目开发模式。

 （一）风光水互补开发

 将流域梯级水电站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光伏、风电就近接入水电站，利用水电站互补调节和其通道送出，提高送出通
道利用率。按照国家“十四五”风光水一体化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基地建设要求，规划建设金沙江上游、金沙江下游
、雅砻江流域、大渡河中上游4个风光水一体化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基地。推进其他流域水库电站风光水互补开发。

 （二）“1+N”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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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光伏、风电资源开发，带动当地产业（农业、林业、牧业、渔业、旅游业、制造业等）发展、生态环境治理、
乡村振兴等，形成“1+N”开发模式。

 鼓励通过光伏实证实验基地建设，打造开放公共服务平台，对先进设备、产品性能、技术方案等开展实证对比、实
验检测，推广应用光伏发电新技术、新材料、新模式。

 三、市场化确定项目法人

 按照市场化原则采用综合评价方式或电价竞争方式优选确定项目法人。

 （一）综合评价

 采用多评价因素进行综合评价优选项目法人，评价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能力、技术方案、产业带动、上网电价以及当
地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要求等。

 （二）电价竞争

 明确开发技术、环保水保要求、土地政策等开发边界条件，光伏项目以上网电价为唯一竞争因素，风电项目以上网
电价为主要竞争因素，通过市（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配置。

 市（州）政府明确拟采用的项目法人优选方式并编制初步实施方案，报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审核后开展优选并
形成实施方案，将项目法人优选结果建议和实施方案报省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

 鼓励开发企业与市（州）政府和省属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合资合作开发。

 四、加强配套送出工程建设

 支持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提升电网接纳新能源的能力，保障系统安全，
并根据光伏、风电基地规划同步建设配套送出工程，保障基地项目发电上网需要。项目法人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签
订购售电等有关协议，外送电量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负责结算。

 五、完善有关电价政策

 结合电力市场化改革和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相关要求，对新增光伏及风电项目，通过综合评价方式确定项目法人的，
执行国家和省上网电价有关政策；通过电价竞争方式确定项目法人的，由竞价形成上网电价，且不得超过我省光伏、
风电指导价。上述竞价方式确定的电价均为平、枯水期上网电价，丰水期上网电价按照我省新能源发电项目参与电力
市场化交易有关政策执行。

 适时提高光伏、风电参与跨省跨区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高其市场竞争力，推动光伏、
风电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六、稳妥实施结转项目

 《四川省2017—2020年光伏扶贫实施计划》第一批项目中，若需利用其已建配套送出工程富余容量，原项目法人可
与市（州）政府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增建容量有关安排，报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审核后，按有关规定实施。

 已按照原“一县一公司”规定开展前期工作的风电项目，经市（州）政府同意，可由原项目法人继续开展前期工作
，在2021年底前报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核准建设；尚未开展前期工作或未能在2021年底前核准的，由市（州）政
府按照市场化方式重新配置。

 七、加强项目建设管理

 加强规划引领。省能源局编制全省“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实施方案，审查攀枝花市、阿坝州、甘孜州和凉
山州光伏基地规划（2020年—2025年），完善凉山州风电基地规划，明确年度建设规模及项目开发时序。其他地区按
照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实施方案有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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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项目前期工作和建设管理。市（州）政府督促项目法人加快前期工作，落实用地、环保、水保、安全评价等建
设条件，在规定时限开工建设、按期投产发电。因项目法人原因不能按期完成开发、不能履行相应责任义务或存在违
规转让资源的，由市（州）政府无条件收回项目开发权。

 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发挥综合协调作用，经济和信息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能
源监管、电力等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能职责密切配合、协同推进，及时研究项目实施中的新情况，协调解决项目有关困
难和问题。市（州）政府全面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责任，强化项目法人在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过程中的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强化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和安全监管，确保质量和安全。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705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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