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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政策解读

 一、《天津市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规划》）的编制背景和意义

 可再生能源是能源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许多国家推进能源转型升级和应对气候变
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加快能源结构优化调整、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战略举措。“十三五”以来，我市
紧紧抓住国家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机遇，积极推进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取得了显
著成效。“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一基地三区”
功能定位的关键时期，必须充分发挥能源基础支撑作用，做好规划顶层设计，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为我市推动能源
清洁低碳转型、实现“双碳”发展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二、《可再生能源规划》的总体思路

 结合我市资源禀赋、发展需要和地方特色，以技术进步和发展方式创新为依托，以体制机制完善和产业体系建设为
支撑，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全方位、多元化、规模化发展，加快扩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
比重，助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一是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根据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规划、国土、环保、林业等方面政策要求，统
筹可再生能源规划布局，科学确定开发规模和建设时序，确保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与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与经济社
会发展相协调。

 二是市场主导、政策推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公平竞争、优
化配置、强化监管，促进可再生能源规模化、低成本、高质量发展；结合本地实际，不断完善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
打造规范有序、良性健康的发展环境。

 三是因地制宜、多元开发。结合区域资源禀赋，科学确定可再生能源开发类型和模式，宜风则风、宜光则光。坚持
分布式和集中式并重，支持多种形式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推动形成多元互补、平衡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格局
。

 四是创新驱动、技术引领。把创新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强关键技术研发和先进装备制造，鼓励新技
术、新设备、新材料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转化应用，以技术进步促产业升级，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三、“十四五”天津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目标

 《可再生能源规划》从三个方面设定发展目标：

 一是电力装机。全市投产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超过800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的比重达到30%左右，力争开发建设
规模达到1000万千瓦。

 二是电力消纳量。完成国家下达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指标，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含外调）占全社会
用电量的比重达到22%左右。

 三是消费量。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折合标煤超过1000万吨，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超过11%，力争提高4个百分点以
上。

 四、“十四五”天津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任务

 《可再生能源规划》明确了十项重点任务，围绕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谋划了一批重点项目。

 一是海陆并举推进风电开发。以滨海新区等区域为重点，加快发展陆上风电，协调突破政策瓶颈，稳妥推进远海、
防波堤等海上风电。

 二是集散并重加快光伏发电开发。加快发展分布式光伏，大力推进集中式光伏，推动滨海新区“盐光互补”等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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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级基地建设。

 三是因地制宜开发生物质能。有序推进垃圾发电，支持生物质成型燃料、生物天然气、生物液体燃料等多种形式的
生物质能利用。

 四是科学有序开发地热能。有序开发中深层水热型地热能，加快浅层地热能推广。鼓励地热能梯级利用，以供热为
主，提高地热资源利用效率。

 五是提高外调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依托“三通道两落点”特高压受电格局，深化“外电入津”战略实施，拓宽新
能源电力供给范围，将更多优质新能源电力引入天津。

 六是增强电网接纳可再生能源的能力。完善主网架结构，增强各级电网相互支撑能力。加快煤电机组升级改造，合
理建设调峰电源，提升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

 七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多方式灵活消纳。鼓励可再生能源电力就地制氢、制冷、供热等，推广微电网、局域网等新模
式，拓宽可再生能源消纳途径。

 八是完善可再生能源市场化交易机制。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完善绿色电力证书机制，扩大绿
电交易规模。

 九是推进可再生能源产业优化升级。强化产业链竞争优势，以光伏、风电装备制造为重点，打造可再生能源产业聚
集区，不断壮大产业集群。

 十是创新可再生能源发展方式。加快可再生能源和常规能源智能融合发展，推广“可再生能源+储能”模式。推动
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项目建设，发展综合智慧能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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