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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

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 保障新能源高质

量发展的通知》（下称《通知》），针

对新形势下的新能源消纳工作，提出科

学确定各地新能源利用率目标。部分资

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可适当放宽，原则上

不低于 90%。

此前，国家能源主管部门一直力争

光伏和风电的发电利用率不低于 95%

的目标。针对“十三五”时期严重的弃

风弃光现象，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曾在

2018 年 10 月印发《清洁能源消纳行

动计划（2018 ～ 2020 年）》，该文

件首次提出把弃电率限制在 5% 以内

的概念。

随后，95% 逐渐演变成了业界对

新能源消纳的默认标准。2019 年以来，

新能源消纳率逐年好转，连续五年超

95%。2023 年，国内新能源利用率为

97.6%，但国家电网直属机构中国电

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下称电科院）

预计，2024 年，中国新能源利用率可

能降至 95% 以下。2025 年还将进一

步下降，2030 年整体利用率或将降至

90% 左右。

一 名 电 力 行 业 人 士 告 诉 财 新，

95% 消纳红线的放宽，本质是对“弃

电率”概念的弱化。当前，仅依靠传统

调节手段，已越来越难以保证 95% 以

上的新能源利用率。

新能源狂飙突进

当前，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扩大，

消纳问题逐步凸显。国家能源局数据显

示，截至 2024 年 4 月底，全国风电、

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超过 11 亿千瓦，同

比增长约 38%，消纳需求大幅增加。

过去一年，新能源装机更是狂飙突

进。2023 年，中国新能源新增装机 2.93

亿千瓦，同比大增 138%，累计超过

10 亿千瓦。电科院预计，到 2025 年底，

全国新能源累计装机将突破 14 亿千瓦，

提前实现 2030 年风、光总装机 12 亿

千瓦的目标。

今年以来，多地新能源发电利用率

呈下滑趋势，利用率 95% 以下的省区

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超15%，
能源消纳红线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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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快速上升。据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

预警中心 5 月 31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

4 月份，蒙西、辽宁、甘肃、青海、新疆、

西藏的光伏和风电发电利用率均低于

95%；此外，河北、蒙东、吉林、湖

南的风电发电利用率也低于 95%。而

2023 年全年数据中，全国只有青海的

光伏和风电发电利用率均低于 95%。

新能源利用率放宽已经在政策层面

有所提及。5 月 29 日，国务院公开发

布《2024 ～ 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

案》，首次提出新能源利用率可降低至

90%。6 月 3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发

改委印发《关于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的

通知》，明确调整宁夏新能源利用率下

限至 90%。

2023 年，中国新能源发电量 1.47

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 15.8%。

按照国际能源署的定义，新能源发电量

占比 15% 是一个重要分界线，超过这

一临界值后，新能源将对电网运行产生

主导影响，新能源整体利用率下降，既

是客观规律，又是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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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拓展新能源发展空间，还需

通过参与电力市场的方式，进一步优化

配置资源。“随着新能源体量越来越大，

如果不参与市场，相当于其他主体替新

能源承担平衡责任。在新能源 2030 年

全面入市目标下，新能源将直接参与电

力市场时，通过自身的低边际成本，来

获得消纳机会。”前述人士说。

网源协调

突破新能源消纳瓶颈，电网建设尤

为关键。国家能源局在《通知》中还指出，

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一项重点任务是，

推进新能源配套电网项目建设，其中既

包括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外送通道、也

包括面向分布式新能源的配电网建设。

国家能源局明确，对 500 千伏及

以上配套电网项目，国家能源局每年组

织国家电力发展规划内项目调整，为国

家布局的风光大基地等重点项目开辟纳

入国家规划的“绿色通道”，加快推动

一批新能源配套电网项目纳规。

当前，新能源消纳的一大瓶颈体现

在电源建设明显快于电网。通常来说，

新能源项目建设期大约半年，但电网建

设速度明显滞后。对于 500 千伏以上

高电压等级电网，一般都需要纳入国家

规划才能开展前期工作，随后再纳入国

家电网总部发展规划，再纳入省级电网

公司年度计划，再完成预算、设计，整

套流程至少需要三到五年。

此次《通知》中，国家能源局明确，

各级能源主管部门同电网企业要加快推

进新能源配套电网项目的前期、核准和

建设工作，电网企业按季度向能源主管

部门报送项目进展情况。同时，电网企

业承担电网工程建设主体责任，要会同

发电企业统筹确定新能源和配套电网项

目的建设投产时序，优化投资计划安排，

与项目前期工作进度做好衔接，不得因

资金安排不及时影响项目建设。

对电网企业建设有困难或规划建设

时序不匹配的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允

许发电企业投资建设，经电网企业与发

电企业双方协商同意后可在适当时机由

电网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回购。据财新了

解，当前，在西北电网薄弱地区，由新

能源发电企业自建场站的送出线路和升

压站接入电网的情况并不少见。

对于新开工项目，国家能源局指出，

为做好 2024 年新能源消纳工作，要重

点推动一批配套电网项目建设。《通知》

附件中，2024 年开工的新能源配套电

网重点项目共 37 个，包括陕北 - 安徽

特高压直流、川渝特高压交流、蒙西 -

京津冀特高压直流、大同 - 怀来 - 天

津北 - 天津南特高压交流、甘肃 - 浙

江特高压直流五条跨省跨区通道。

另外，进一步提升电网资源配置能

力，国家能源局指出，电网企业要进一

步提升跨省跨区输电通道输送新能源比

例，加强省间互济，全面提升配电网可

观可测、可调可控能力，公平调用各类

调节资源，构建智慧化调度系统。

《通知》还强调，要充分发挥电力

市场机制作用，加快建设与新能源特性

相适应的电力市场机制，进一步推动新

能源参与电力市场。此外，优化省间电

力交易机制，根据合同约定，允许送电

方在受端省份电价较低时段，通过采购

受端省份新能源电量完成送电计划。

以青海送河南的青豫直流为例，比

如送、受两省一年签订的 100 亿度的

送电量，如果青海作为送电方，在部分

时段存在送电困难，青海可以在受端省

份河南市场中购买当地绿电，以完成对

河南的的送电合同计划。通过交易机制

的优化，跨省跨区送电合约的灵活性有

望提高，并节约跨区电力调配成本。此

前，青豫直流在青海新能源发电出力受

限时，为完成青豫直流的送电量，曾出

现不得不高价外购电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