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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县打造百万千瓦级风光电基地工作方案

 为加快推进陇西县百万千瓦风光电基地建设，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发展现状

 截止2021年底，陇西县清洁能源并网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23.486万千瓦，其中风电装机规模20万千瓦、光伏发电装
机规模3.486万千瓦。

 风资源开发利用方面，2014年国家能源局批复《甘肃通渭风电基地规划》，在陇西县东北部宏伟乡、通安驿镇地区
规划建设盘龙山风电场项目，装机容量20万千瓦，并于2020年12月31日全部建成并网发电。

 光资源开发利用方面，2018年以来我县抢抓光伏扶贫试点机遇，因地制宜不断深化推进光伏扶贫项目建设，先后实
施“十三五”第一批、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总装机容量3.486万千瓦，并于2019年6月底全部建成并网发电
。

 二、制约因素

 （一）土地因素

 陇西县地形以山地为主，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基本农田、林地占国土面积比例高，且呈碎片化分布。以光伏产业为
代表的新能源产业是典型的土地密集型产业，光伏、风电等开发建设需要占用大量土地。根据现行建设项目土地利用
政策，光伏用地不得占用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区、林地、城镇规划用地等限制开发区域。同时，光伏发电用地还需考
虑土地朝向、坡度等因素。全县国土面积约2401平方千米，根据统计，陇西境内基本农田面积1196平方千米，禁止光
伏开发林地面积392平方千米，生态红线、森林公园等其他禁止开发区域面积73平方千米，理论可开发建设光伏面积
约740平方千米。土地现状导致光伏、风电开发建设成本、电力送出成本较高。经与县自然资源局图板比对、各乡镇
排摸，土地因素是当前制约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主要阻碍。

 （二）电力消纳能力

 陇西县现有2座330千伏变电站和3座110千伏变电站，运行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共108座，容量34.86兆瓦。按现有电网
现状，110千伏线路对光伏电站的接纳能力按最大输送能力校核为80兆瓦，110千伏变电所对光伏电站的接纳能力按每
个变电所变压器总容量的80%校验为95.85兆瓦，其中110千伏仁寿变实际已接入光伏容量17.08兆瓦，还可接入46.92兆
瓦；110千伏文峰变已接入光伏容量1.47兆瓦，还可接入48.93兆瓦；110千伏首阳变已接入光伏容量40.746兆瓦，已不
满足接入能力。35千伏变电所对光伏电站的接纳能力按每个变电所变压器总容量的80%校验为35.59兆瓦。10千伏电网
对光伏电站的接纳能力按照不超过线路最大输送能力70%并考虑按最大负荷的50%就地消纳校核为189.66兆瓦。电力消
纳能力远远不能满足新能源项目并网需求。

 三、总体目标

 为积极践行国家“双碳”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绿色能
源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从2020年开始密切配合市发展改革委，多方收集资料，委托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编制了《
定西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规划（初稿）》。在全面客观分析陇西县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基础
上，紧密结合实际，对全县资源禀赋、发展目标、开发布局、消纳方案、开发时序等重大问题做了深入研究。

 （一）光伏发电方面：“十四五”期间，陇西县分布式光伏发电整村推进计划新增总装机容量40万千瓦，主要位于
柯寨镇、权家湾镇、福星镇、宏伟乡、渭阳乡等乡镇，党政办公用房、学校、医院等业务用房，园区企业等，其中：
2021-2022年，新增装机规模为20万千瓦；2023-2025年，新增装机规模为20万千瓦。至2025年，全县党政、事业单位新
增装机容量为3万千瓦，占总面积的80%以上；工商业新增装机容量为5万千瓦，占总面积的50%以上；农村居民屋顶
新增装机容量为2万千瓦，占总面积的40%以上；农业大棚、废弃土地、荒山荒坡、滩涂等新增装机容量30万千瓦，
形成分布式光伏发电整体规模优势和示范推广效应。

 （二）风力发电方面：陇西县风资源最丰富地区位于东北部宏伟乡、通安驿镇地区，该地区已规划装机20万千瓦。
陇西县风资源次丰富地区位于西北部马河镇、德兴乡地区以及东南部渭阳乡、和平乡、永吉乡等地区。“十四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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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风电建设项目潜在总装机规模为47万千瓦，根据风资源分布情况，将我县风资源较好区域划分为4块区域：区域1分
布于马河镇、德兴乡，规划装机容量15万千瓦；区域2分布于德兴乡、福星镇，规划装机容量12万千瓦；区域3分布于
渭阳乡，规划装机容量12万千瓦；区域4分布于和平乡、永吉乡，规划装机容量8万千瓦。

 四、工作措施

 （一）开展国土空间利用规划修编工作。土地利用现状导致光伏场址、风机点位选址困难、开发建设成本较高、实
际发电小时数低于预期值等问题，建议及时开展国土空间利用规划修编工作，进一步完善土地开发利用政策，保障新
能源建设用地5万亩。简化土地置换流程，创造出适应新能源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沃土”。（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
局、相关乡镇）

 （二）积极衔接争取指标。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的一系列
决策部署，立足陇西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以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生产基地建设为抓手，积极与省、市发展改革部门
汇报衔接，“十四五”期间争取光伏项目建设指标40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指标75万千瓦。（责任单位：县发展和改
革局）

 （三）落实电力送出条件。陇西电网就地消纳能力、电力送出能力皆较弱，不足以支撑百万千瓦新能源电力接入及
送出，落实电力送出条件是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建议结合风光开发布局及开发时序，及时启动陇西
百万千瓦清洁能源基地电力送出方案研究工作，积极与国家能源局、省市电力公司对接协调，新增330千伏变电站和1
10千伏变电站各1座，配套发展智能电网、现代绿色高载能产业等重点领域网侧、荷侧上下游产业，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提升新能源就地消纳能力。（责任单位：国网陇西供电公司）

 （四）增强新能源产业链。依托陇西区域优势及周边丰富的风、光、生物质资源等，以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为抓手，
充分发挥清洁能源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加快风光电项目配套产业定西�液氢生产基地和上海晶尔真空玻
璃生产基地落地建设。同时，及时挖掘新能源及相关配套产业，培育优势能源产业集群，建立绿色循环经济，完善新
能源发、输（配）、储、用、造一体的综合产业体系，实现能源发展向经济价值的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发展
。（责任单位：开发委、县发展改革局）

 （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大我县风光电项目的对外宣传推介，不断创新招商方式，拓展资源、产业招商，延伸
产业链，培育产业集群，扩大用电需求，力求通过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更多地吸纳和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和
资本转移，重点打造风电和光伏设备制造、智能运维、咨询服务等传统领域产业链，提升风光产业附加值和发展质量
，着力提高新能源产业开发层次和水平。（责任单位：县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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