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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

 10月8日，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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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当前，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是我国推进
能源革命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重大举措，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承诺的主导力量，是落实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任务的重要举措。“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攻坚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山西是全国唯一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十四五”时期是我省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深入
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的关键期。根据《关于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
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要求，制定本规划。

 第一章 开启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十三五”期间，全省可再生能源发展持续加快，装机规模、消纳利用、技术装备、产业竞争力迈上新台阶，为可
再生能源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节 “十三五”发展成就

 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0年底，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3571万千瓦，其中风电装机1974万千瓦（居全国第4
位），光伏发电装机1309万千瓦（居全国第7位），水电装机224万千瓦，垃圾和生物质装机64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
机占比达到34.38%，发电量占比达到14.67%，风电、光伏装机年均增速分别达到24.2%、63.1%，已成为全省第二、三
大电源。

 消纳利用稳步提升。2020年，全省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7.5%，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为440亿千瓦时，占全社
会用电量比重18.8%，同比增加1.8%；风电、光伏发电利用率分别达到97.03%、97.02%。

 开发模式更加多元。“十三五”期间，建成5个总装机容量400万千瓦光伏领跑者基地、依托雁淮直流输电通道建成
晋北700万千瓦风电外送基地，持续推进光伏扶贫、风光互补、风电供暖、矿山治理、光伏+等多场景应用，初步形成
集中+分散开发模式，因地制宜推动风光资源高效利用，带动风光发电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光伏扶贫惠民惠农。截至2020年底，全省光伏扶贫电站总规模294.4万千瓦，其中村级电站5479座、155.4万千瓦，集
中电站53座、139万千瓦，累计结算收益37.36亿元，税费1.2亿元，分配到村金额32.61亿元，惠及9963个村。光伏扶贫
带动群众增收脱贫，成为精准扶贫的有效手段和产业扶贫的重要方式，增强了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活力和动力。

 产业优势持续增强。风电产业装备优势明显、零部件发展强劲，培育了以太原重工、永济电机、天宝法兰为代表的
风电整机装备及核心部件研发、设计和制造企业。光伏产业规模逐年扩大，品牌不断增强，已形成铸锭/拉晶-切片-
电池片-组件产业链条，潞安太阳能、晋能科技已进入全国光伏行业前20强。

 虽然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长较快，但在能源消费增量中的比重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和高
效消纳利用的矛盾仍然突出；制造成本下降较快，但非技术成本仍相对较高；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发展相对滞后；保
障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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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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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是全国唯一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十四五”时期是我省深入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的关键期。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通过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把山西建设成为国
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先行区，到“十四五”末，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
比达到50%，发电量占比达到30%的总体目标。全省可再生能源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将加快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但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既要大规模开发、又要高水平消纳、更要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等多重挑战，必须加大力度
解决扩展开发空间、守住自然生态底线、高比例消纳、关键技术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性可靠性等关键问题
，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艰巨而繁重。

 消纳仍是制约可再生能源开发的首要问题。随着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开发并网，电力系统“双高双峰”特征
日益凸显，对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带来巨大挑战。全省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各类电源发展规模逐年递
增，用电需求不平衡和消纳市场容量不足导致风电、光伏发电等依然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消纳压力，尤其是晋北三市风
光消纳问题仍然严峻。新能源大规模接入需要通过电源侧、电网侧、负荷侧协同配合，确保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和可
再生能源的消纳比例提升。

 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面临更大的挑战。新型电力系统是适应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接入、源网荷储深度融合、电力市
场高效配置、满足灵活智能用电需求的电力系统。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新能源装机比重持续增加，市场主体更
加多元，电能输送更加灵活，高比例新能源和新型电力电子设备接入，极大改变了电力系统的运行特性，加剧了电力
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的风险。“十四五”要加速构建以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为主体，以清洁发电为支撑，以多能互补
为创新发展模式，以源网荷储协同消纳为保障的绿色低碳电力结构。

 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与土地资源及生态保护高效协同。土地资源和生态保护是风电、光伏开发的主要考虑因素，可
再生能源开发建设如何做到效益与生态兼顾，产业发展与自然保护协同，可再生能源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在严
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前提下，为可再生能源发展预留空间，是“十四五”亟待解决的问题。

 总体来看，“十四五”时期，全省可再生能源将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大规模发展。“十四五”期间，全省可再生能源开发速度将大幅提升，装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到“十四五”
末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达到50%。

 二是高比例发展。“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将从能源电力消费增量的补充，变为能源电力消费增量的主体。到
“十四五”末，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

 三是市场化发展。“十四五”期间，由补贴支撑发展转为平价低价发展，由政策驱动发展转为市场驱动发展，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市场化、竞争化发展。

 四是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将通过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实现可再生能源大规模
开发、高水平消纳、高质量发展。

 山西作为我国重要的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在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支撑经济持续增长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
能源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全省可再生能源将进一步引领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主流方向，发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
主导作用，推动可再生能源从“发电环节”低碳到“全寿命周期”低碳转变、推动可再生能源从“他助模式”向“自
助模式”转变、推动可再生能源从“发电平价”到“消纳平价”转变，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主力支撑。

 第二章 规划总体思路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落实省委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总
体思路和要求，深入推进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在转型路上率先蹚
出一条新路。遵循“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立足山西省能源结构特点，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新型电力系统，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市场化、高质量发展，有效支持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
设。

 第二节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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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创新驱动，倍增发展。积极开展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聚焦风光资源优势，实施风光发电倍增工程、巩固提升可再生能源产业创新力和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坚持系统推进，协调发展。统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环境保护、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
电力发展，统筹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与消纳，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安全可靠供应相统一。

 坚持生态优先，融合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筹能源资源一体化开发利用，加强可再生能
源与乡村振兴、矿山治理、新基建等深度融合发展，不断拓展可再生能源发展新领域、新场景。

 坚持因地制宜，多元发展。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发展并举、外送与就地消纳利用并重，结合各类资源优势，积极推
进多种形式可再生能源的一体化、综合利用，形成多元发展、多能互补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模式。

 第三节 发展目标

 到2025年，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8300万千瓦以上。其中：风电3000万千瓦左右、光伏5000万千瓦左右、水
电（含抽蓄）224万千瓦以上、生物质发电1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装机达到600万千瓦左右，地热能供暖面积2000万
平米左右。实现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达到50%的目标。到2030年，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达
到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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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全方位、高质量开发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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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期间，全省可再生能源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多元融合发展，在晋北、晋西地区重点推动风电和光
伏发电基地化、规模化开发，在晋东南地区优化推动风电和光伏发电就地就近开发，稳步推动生物质能多元化开发，
积极推动地热能规模化开发，从聚焦集中式做大做强、分布式做优做精两方面入手，持续扩大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
提高装机占比。

 第一节 重点推动风电和光伏发电基地化规模化开发

 以风光资源为依托、以区域电网为支撑、以输电通道为牵引、以高效消纳为目标，结合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兼顾
生态修复、造林绿化与相关产业发展，统筹优化风电光伏布局和支撑调节电源，实施可再生能源+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工程，建设一批生态友好、经济优越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依托“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外送输电通道，重点建
设晋北风光火储一体化基地。依托采煤沉陷区、盐碱地、荒山荒坡等区域，重点建设忻朔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晋
西沿黄百里风光基地。依托区域电网消纳能力提升，创新开发利用方式，重点建设晋东“新能源+”融合发展基地、
晋南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基地。

 专栏2 重点推动风电和光伏发电基地化规模化开发

 01.晋北风光火储一体化基地

 依托大同～怀来～天津北～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通道建设，大力推进大同、朔州配套新能源基地开发建设。
“十四五”期间，新增并网风光装机规模800万千瓦。

 02.忻朔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

 统筹忻州朔州新能源资源情况，发挥煤电机组、储能设施、及水电调节等优势，实施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综合开发
，积极推动传统能源基地向综合绿色能源基地转型；在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实施低碳园区示范试点，实现高比例新能源
发电和利用。“十四五”期间，新增并网风光装机规模500万千瓦。

 03.晋西沿黄百里风光基地

 统筹考虑忻州、吕梁、临汾等地的资源、土地、电网等沿黄区域建设条件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落实黄河“几”字
湾清洁能源基地战略，提高区域高载能产业用能绿色化水平，推进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十四五”
期间，新增并网风光装机规模900万千瓦。

 04.晋东“新能源+”融合发展基地

 依托区域电网消纳能力提升，发挥区域资源及市场优势，因地制宜在太原、阳泉、晋中、长治、晋城地区开展风储
、光储及多业态联合运营的示范模式，推进“新能源+”融合发展基地建设。“十四五”期间，新增并网风光装机规
模1200万千瓦。

 05.晋南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基地

 结合运城地区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条件和本地消纳市场优势，从能源供给和
消费革命出发，积极开展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示范，大力发展光伏发电和抽水蓄能，有序推进平原风电，稳步发展地
热能和生物质能。“十四五”期间，新增并网风光装机规模400万千瓦。

 第二节 优化推进风电和光伏发电分布式开发

 积极推动风电分布式就近开发。①在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负荷中心周边地区，积极推进风电分布式开发。②重
点推广应用低风速风电技术，合理利用山地丘陵等土地资源，在符合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推进
风电就地就近开发。③创新风电投资建设模式和土地利用机制，大力推进乡村风电开发。④加快新技术应用推广，积
极推进老旧风电机组升级改造，提升风能利用效率。“十四五”期间，新增并网分散式风电装机300万千瓦。

 大力推动光伏发电多场景融合开发。①重点推进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公共建筑等屋顶光伏开发利用行动，在新
建厂房和公共建筑积极推进光伏建筑一体化开发，②积极推进“光伏+”综合利用行动，推广“板上发电、板下种植
养殖”的立体发展模式，鼓励农（牧）光互补、渔光互补等复合开发；推动光伏发电与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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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光伏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铁路沿线设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及沿线等交通领域应用，因地制宜开
展光伏廊道示范。③积极推进整县（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④加快新技术应用推广，积极推动老旧光伏电站技改
升级，提升发电效益。“十四五”期间，新增并网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600万千瓦。

 第三节 稳步推进生物质能多元化开发

 稳步发展生物质发电。优化生物质发电开发布局，稳步发展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有序发展农林生物质发电和沼
气发电。有序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为具备资源条件的县城、人口集中的乡村提供居民供暖，为中小工业园区集中供
热。到2025年，全省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达到100万千瓦以上。

 积极发展生物质能清洁供暖。合理发展以农林生物质、生物质成型燃料等为主的生物质锅炉供暖，鼓励采用大中型
锅炉，在乡村、城镇等人口聚集区进行集中供暖，开展农林生物质供暖供热示范。在大气污染防治非重点地区乡村，
可按照就地取材原则，因地制宜推广用成型燃料炉具供暖。

 加快发展生物质天然气。在粮食主产区、林业三剩物富集区、畜禽养殖集中区等种植养殖大县，以县域为单元建立
产业体系，积极推进2-3个规模化的生物天然气示范工程，形成并入天然气管网、城市燃气管网以及车辆用气、锅炉
燃料、发电等多元应用模式。到2025年，全省生物天然气年产量达到3000万立方米左右。

 第四节 积极推进地热能开发

 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坚持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的运行模式。坚持以“地热+”多能互补、综合能源供应
的资源利用模式。坚持同步勘探、同步示范、同步推广的工作推进模式，引导全省地热能高质量发展。

 积极推进中深层地热能供暖。结合资源情况和市场需求，大力推进中深层地热能供暖，重点在大同、朔州、忻州、
太原、临汾和运城等地开展中深层地热能供暖项目的前期地质勘查工作。因地制宜选择“取热不耗水、完全同层回灌
”或“密封式、井下换热”技术，开展中深层地热能供暖示范工程。推广“地热能+”多能互补的供暖形式，鼓励开
展地热能与旅游业、种养殖业及工业等产业的综合利用。到2025年，全省地热能开发利用面积达到2000万平方米左右
。

 稳妥推进天镇地热能热电联产示范项目建设。按照科研示范试验属性和“小功率、多机组”思路，探索大同市阳高
县-天镇县一带高温地热水质与发电工艺适应性，为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做好前期试验研究、力争到“十四五”末建成
地热发电装机2万千瓦左右。同时打造地热发电尾水供暖示范工程，探索地热能发电与其他可再生能源一体化发展。

 全面推进浅层地热能开发。重点在具有供暖制冷双需求的地区，优先发展土壤源热泵，积极发展再生水源热泵，适
度发展地表水源热泵，扩大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规模。

 第五节 坚持创新驱动，提升可再生能源产业链供应水平

 依托山西综合改革示范区、太忻一体化经济区等产学研园区的基础，加强科创实力建设，在高效光伏电池、大兆瓦
风机、智能化电气设备、新型储能产业、先进生物质燃料以及氢能等方面进行科研创新和产业发展。加快提升新型高
效电池核心技术水平，构建光伏制造产业链；加快大兆瓦风机技术研究，补齐风机制造产业链；加快飞轮、液流、氢
能、压缩空气等新型储能技术研发应用，延伸新型储能产业链；大力推广数字化、主动控制技术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中
的应用，推进全生命周期数字化智慧型新能源电站建设。

 第四章 促进存储消纳，高比例利用可再生能源

 加快建设可再生能源存储调节设施，强化多元化智能化电网基础设施支撑，提升新型电力系统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
的适应能力。加强可再生能源发电终端直接利用，扩大可再生能源多元化非电利用规模，推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制氢
利用，促进乡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多措并举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

 第一节 提升可再生能源存储能力

 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积极推进浑源、垣曲电站按期投产；完善已纳入国家规划的河津、蒲县电站的前期手续，
力争“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其他站点纳入国家规划。开展中小型抽水蓄能电站规划选址，在
新能源快速发展地区，因地制宜推进灵活分散的中小型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示范，扩大抽水蓄能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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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3 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

 01.重点规划和建设抽水蓄能电站

 规划电站：坚持生态优先，避让生态红线等管控因素，加大抽水蓄能电站选点工作力度，选择地形条件、工程地质
、水文泥沙等建设条件合适、距高比等关键经济指标合理的抽水蓄能站点，按照能规尽规、能开尽开的原则，加快推
进项目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十四五”重点规划实施河津（120万千瓦）、蒲县（120万千瓦）、盂县上社（14
0万千瓦）、沁源李家庄（90万千瓦）、沁水（120万千瓦）、代县黄草院（140万千瓦）、长子（60万千瓦）、绛县
（120万千瓦）、垣曲二期（100万千瓦）、西龙池二期（140万千瓦）等10个项目。

 建设实施电站：加快建设垣曲、浑源两个在建抽水蓄能电站，推进河津、蒲县等10个纳规抽水蓄能项目前期工作，
争取每年开工建设2-3个百万千瓦级抽水蓄能项目。

 02.中小型抽水蓄能示范

 统筹大规模电力送受、新能源渗透率不断提高等因素，利用已建成的山谷水库和沿岸山顶地势，试点推进灵活分散
的中小型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提升区域新能源电力消纳能力。“十四五”期间，重点实施2-3个中小型抽水蓄能电站
示范项目。

 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大力推动电网侧储能合理化布局，在关键节点布局电网侧储能，提升系统灵活调节能力
和安全稳定水平。稳步推进电源侧新型储能建设，合理布局一批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探索利用退役火电机组既有
厂址和输变电设施建设储能或风光储设施。积极支持用户侧储能多元化发展，探索储能与电动汽车等融合发展新场景
。到2025年，力争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600万千瓦左右。

 第二节 促进可再生能源就地就近消纳

 加强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电网的支撑保障能力。优化完善省内500千伏主网架结构，加快500千伏新能源汇集站
的布局，每年开工2-3座汇集站，实现新能源电力更大范围内消纳；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进程及发展需要，加强城镇
配电网建设，促进智能互联，满足城镇化建设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实施农网巩固提升工程，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结
合分布式能源发展，提升农村配网消纳可再生能源能力。

 提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能力。从负荷侧、电源侧、电网侧多措并举，充分挖掘现有系统调峰能力，加大调峰电源
规划建设力度，着力增强系统灵活性、适应性，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推进现役和新建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提升电
源侧灵活性调节能力；创新调度运行机制，提升电网调度运行控制水平和电网灵活调节能力；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用户
错峰用电，提升电力需求侧响应能力。

 第三节 加强可再生能源多元直接利用

 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终端直接应用。在工业园区、大型生产企业和大数据中心等周边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新能源
电力专线供电，推动绿色电力直接供应。结合增量配电网试点，积极发展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微电网、直流配电网，
扩大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终端直接应用规模。

 扩大可再生能源非电直接利用规模。做好区域可再生能源供暖与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规划等的衔接，因地制宜优先
利用可再生能源供暖。在城镇新区推动可再生能源供暖与天然气、电力等其他清洁供暖方式的耦合集成，示范建设以
可再生能源供暖为主的多能互补供暖体系。提高燃气、热力管网等基础设施对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兼容性，加快完善相
关标准，探索推动地热能集中供暖纳入城镇供热管网、生物天然气并入城乡燃气管网。

 开展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应用示范。在学校医院、机场车站、工业园区等区域，推动可再生能源与终端冷热水电气等
集成耦合利用，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融合、应用方式和体制机制等创新，建设高度自平衡的可再生能源局域能源网，
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自产自用。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富集地区，扩大分布式能源接入和应用规模，以县域为单位统筹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创新可再生能源全产业链开发利用合作模式，因地制宜创建绿色能源示范县（园）。

 第四节 推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制氢利用

 开展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制氢示范。在可再生能源资源条件好、发电成本低、氢能储输用等产业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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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制氢产业化发展，打造规模化绿氢生产基地。

 推进化工、交通等重点领域绿氢替代。在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现代煤化工产业基础好的地区，重点开展能源化工
基地绿氢替代。积极探索氢气在冶金化工领域的替代应用，有效降低治金化工领域化石能源消耗。积极推进长治、运
城等地区开展能源化工、交通等绿氢替代示范。

 第五节 扩大乡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

 提升乡村能源清洁化供给水平。加快非化石能源清洁替代，不断完善乡村电力基础设施，构建清洁高效、多元互补
、城乡协调、统筹发展的现代农村能源体系。充分利用农村建筑屋顶、院落空地、田间地头、设施农业等，大力推动
乡村风电建设、光伏新村建设，促进农村地区清洁低碳能源转型。提高农林废弃物、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率，发展
生物天然气和沼气，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整体推进县优先开展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试
点，统筹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农村集体土地作价入股、收益共享等机制，培育农村能源合作社
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促进乡村振兴。

 持续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聚焦脱贫地区等农村电网薄弱环节，加快消除农村电力
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全面提升乡村电气化水平，围绕乡村产业振兴、交通电气化、生活电气化
等农业农村现代化用电需求，重点实施特色产业等配套电网建设、电动汽车充电站（桩）配套电网建设等任务，建设
满足大规模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接入、电动汽车下乡等发展需要的县域内城乡互联配电网，筑牢乡村振兴电气化基础。

 强化可再生能源开发打造绿色样板。强化县域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依据全省各市县各乡镇不同的资源禀赋、农业
基础等，选取特色优势明显的区域先行开展试点建设，重点突破、探索形成乡村再电气化建设的有效模式，打造绿色
乡村示范基地、再电气化产业示范乡村和零碳村。

 第五章 保障措施

 强化政策协同保障，开展可再生能源资源详查与储量评估，完善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土地、财政、金融等政策，为
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保障。

 加强可再生能源资源评估。开展全省风电和光伏发电资源勘查评价，按照资源禀赋、土地用途、生态保护、城乡建
设等情况，建立全省风电和光伏发电可开发资源数据库和项目储备库，对重要的新能源基地、储备基地、抽水蓄能站
点进行前瞻性布局。开展建筑附加和建筑一体化太阳能、农村生物质能、地热能等资源评估，明确可再生能源发展空
间。

 加强可再生能源土地和环境支持保障。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完善可再生能源土地利用的相关措施，保障可再生能源
开发利用合理的用地空间需求。统一土地性质认定，明确不同地类的用地标准，优化土地用途和生态环境保护管理，
完善复合项目用地政策，降低不合理的土地使用成本。强化生物质能利用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环境保护要求和政
策的协同，加强生物质能的资源化利用。

 加强可再生能源财政及绿色金融支持。研究对于碳达峰有重要作用的可再生能源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把可再生能
源领域融资纳入地方政府贴息等激励计划，建立支持终端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资金扶持机制。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市
场体系，开展风电、光伏发电、抽水蓄能电站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试点，进一步加大绿色债券、绿色信贷
对符合条件新能源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社会资本按照市场化原则，多渠道筹资，设立投资基金，支持可再生能源产
业发展。

 第六章 规划实施

 加强规划衔接。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强化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与能源、电网、城乡建设等相关规划的衔接，严
格落实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管理政策和制度。建立健全省级能源领域协调机制，协调可再生能源开发规模、布局、时
序与系统调节能力、输电通道建设，保障规划实施。

 细化任务落实。更好发挥省级规划的引领作用，依据消纳责任权重任务测算消纳规模，制定年度可再生能源开发和
带动产业发展建设方案，强化项目库管理机制、研究项目建设考核机制，明确责任主体、进度要求，组织实施。

 加强监测评估。坚持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建立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开发建设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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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及时掌握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加强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的信息统计工作。建立产业监测体
系，及时掌握规划执行情况。统筹各地市可再生能源工程项目进行评优，对电站运行效率、电网企业接纳运行情况进
行评估。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872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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