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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新能源发展居于全国前列

 戈壁滩上，一排排白色的“风机”迎风转动，形成了一片“白色森林”，在甘肃酒泉地区，这种壮观的景象十分常
见。

 甘肃是全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从2008年至今，甘肃新能源的发展居于全国前列。截至去年底
，甘肃电网风电并网突破1000万千瓦，光伏突破500万千瓦，这个千万千瓦级“陆上三峡”风电基地全面建成。

 然而，在风能太阳能富集的甘肃，“弃风弃光”现象依然突出。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风电弃
风电量175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01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15.2％，同比上升6.8个百分点。其中，甘肃弃风电量31亿千
瓦时、弃风率31％。

 不少风电场和光伏电站因为不能全容量发电而浪费，成为新能源发展的一大瓶颈。是什么造成了“弃风弃光”？近
日本报记者来到甘肃进行调查。

 新能源发电有间歇性，需调峰，增加并网难度

 在化石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诸多挑战面前，发展可再生能源促进节能减排成为不少国家的选择。根据规划，到20
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5%左右。

 但发展新能源困惑也不少，甘肃省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电网规划处处长杨德洲说，风电和光电作为新能源存在间歇
性和随机性，出力不稳定、电网潮流波动大，将导致整个电力系统电压、频率波动大，严重时会引起电网频率和电压
稳定问题。而要维持电网的安全运行和保障用户的稳定电力供应，就需要常规能源的配合来进行调峰。

 以甘肃省为例，从整个电源组成结构来看，火电与水电共同作为主力电源，承担电网基荷，新能源提供清洁高效的
有效补充。火电、水电联合运行，共同承担电网的调峰任务。火电、水电与新能源通过恰当的配比可以高效衔接相互
配合。

 几年前，甘肃酒泉地区就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风电脱网事故，事故未对用户供电造成影响。为了保证电源、电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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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行，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完成酒泉风电基地一期及二期第一批300万千瓦风电输电规划及消纳方案研究，确定的
“分层接入”原则避免了“风电大规模脱网”事故对用电负荷的影响，保证了电网的安全运行。

 消纳能力不足，影响新能源并网

 在国家未实行规模指标管理前，各地在加快新能源开发时，注重项目安排，未充分考虑电力市场和并网条件，使得
电网建设与新能源项目建设难以统筹协调，导致未并网业主抱怨“上网愁”，已并网业主抱怨“消纳难”。

 在甘肃，仅靠本省电力市场，新能源无法完全消纳，弃风的现实摆在眼前。据甘肃省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统计校
核数据，2014年甘肃由于电网原因发生弃风电量13.72亿千瓦时。由于消纳能力不足发生弃风电量6.42亿千瓦时，占到
了47％。

 在2014年前，国家对光伏电站建设提出“合理布局、就近接入、当地消纳、有序推进”的总体要求。2014年起，国
家对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实行备案规模指标管理，享受国家补贴资金的光伏发电项目备案总规模原则上不得超过下达的
规模指标，超出规模指标的项目不纳入国家补贴资金支持范围。

 业内人士称，目前我国电源项目与配套电网项目在规划、核准及建设不同步的现象依然存在。在电源和电网项目均
实行核准制时，国家对电源项目和配套电网送出工程分开核准，存在出现电源项目已进入核准环节，而送出工程尚未
取得“路条”的情况。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表示，为了解决新能源发电消纳问题，甘肃电力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政策服务新能源发展。对于
经过核准的项目，并入电网运行。同时，对于当地电力市场空间有限、调峰能力不足、跨区通道建设滞后地区的风电
、光伏发电项目，履行告知义务：为避免盲目建设造成大规模弃电损失，明确要求在编制电源项目接入系统设计报告
时，加强市场消纳研究，论证项目合理投产时间。

 跨区域外送成为新能源消纳途径之一

 从全国来讲，新能源的消纳机制尚不是很完备，成为我国新能源开发建设仍面临富集资源无法转化利用的瓶颈和障
碍之一。一方面资源富集的“三北”地区，当地消纳能力不强，不得不“弃风弃光”；另一方面受跨区特高压输送通
道建设滞后影响，电网无法按规划实现电能向“三华”地区的输送。

 “华东等地区是用电大户，也是缺电的。把新能源消纳机制建设完备，让新能源富集地区的西部地区新能源得以有
效输送，而缺电的省份也能够受益，从而促进新能源的消纳。”为此，甘肃省电力公司风电中心主任汪宁渤建议，国
家可以出台促进新能源在更大范围内消纳的政策。比如，可再生能源在全国范围内消纳的政策和配额机制，鼓励全社
会接受和消纳可再生能源，建立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基地远距离输电配套电网建设的补偿机制。

 加快配套电网建设，能够尽快解决甘肃新能源在330千伏及以下电网送出受阻的问题。甘肃已在建设±800千伏特高
压直流外送工程、750千伏和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分别于2015—2017年期间投产运行。今年6月，酒泉—湖南±800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开工，该条输电线路建成之后，年输电量将达到450亿千瓦时。工程建成投运后将促进甘
肃能源基地开发，扩大新能源消纳范围，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满足华中地区用电需求，提高电网接纳清洁
能源能力，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工程建成后，甘肃新能源窝电受困局面有望扭转。

 尽管新能源并网消纳还存在不少难题，但是，受访的业内人士对新能源发展的前景依然保持乐观。未来随着新能源
并网政策的完善和外送通道的建成，“弃风弃光”的现象会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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