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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迈向可再生能源利用零补贴时代一小步的 

风电平价上网实践？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关键词: 风电平价上网；风电产业；风电 

近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开展风

电平价上网示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主体遴选 1

至 2 个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并于 6 月 30 日

前报备，示范项目的上网电价按当地煤电标杆上

网电价执行。这一通知虽引发了舆论关注，但对

于当前风电的行业的影响短期内并不显著，最主

要的原因是风电平价上网并没有超出业内从业

者的预期。风电平价上网时代迟早要到来，这是

在世界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必然规律，平

价上网对于风电而言就是从政府扶持到自由化

市场竞争的形成的过渡时期。 

风电平价上网实践意义在于探索多重模式

促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是否可行 

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建设以试点的形式

推进，以行政手段促进电网对于示范项目发电量

的消纳及不限电等激励措施替代以往所谓的资

金的直接补贴，这样的促进风电发展的路径与以

往不同的是，不再单纯依靠市场促进过剩风电的

消纳，同时也发挥行政强制力作用。事实上，仅

靠电力市场化目标作用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的阻

力是巨大的，在我国当前的电力体制格局下，尽

管部分区域的电力市场呈现出了自由化竞争气

象，但整体而言，进度和效果不是十分明显。 

风电平价上网的示范项目的实践的探索性

意义在于，长期看，风电平价上网只是以行政手

段促进风电产业健康发展的一小步，先试点，如

果试点成功再全面推广，而风电作为可再生能源

的代表之一，如果能够在与传统能源价格竞争中

在没有额外的补贴的情况下不处于劣势，对于其

他类型的可再生能源就能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短期来看，风电平价上网是以试点起步，补贴政

策不会消失。但也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谋求的可

再生能源健康发展其内涵应该是各类能源利用

进程中融合度较高，且有利于环境治理，多种能

源协同发展，多重模式并存，而风电平价上网可

能打破原有的平衡，带来一些影响在所难免，但

积极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 

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能否落地，要看外

部价格环境是否发生根本性变化 

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建设的提出，从表面

上看风电将率先进入平价时代，进而可能导致可

再生能源补贴游戏规则从新制定或者发生改变。

但风电平价上网的提出是风电补贴政策路线执

行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也是风电外部价格环

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

价为 0.47-0.54 元/千瓦时，2018 年新建陆上风

电标杆上网电价将变为 0.4-0.57元/千瓦时。而

2016 年全国煤电平均上网电价为 0.39 元/千瓦

时，煤电标杆上网电价这几年呈现实际上走低趋

势，但随着煤炭去产能的深入开展，煤炭市场供

需关系将发生根本变化，煤价上涨呈现“煤超疯”

的现象已经直接或间接表明市场煤炭供应不足，

尽管煤炭供需基本面尚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短期供需波动也直接或间接造成燃煤发电企

业的经营成本波动，最终造成了燃煤发电企业增

加了对于标杆电网的提升的诉求。 

国家发改委日前又发布了《关于取消、降低

部分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合理调整电价结构的通

知》，通知中称自 2017年 7月 1日起，将取消向

发电企业征收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腾

出的电价空间用于提高燃煤电厂标杆电价。对此，

目前尚不过多解读，但这等于从一种途径上解决

燃煤发电企业诉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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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燃煤发电企业作为风电最有力的竞争

对手，在成本增加及内部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下，

风电和煤电间的标杆上网电价的差距会越来越

小，风电平价上网这一趋势从成本上而言就成为

了可能。假设燃煤发电的标杆上网电价仍然走低，

电网对于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的接入就缺乏

价格动力。之所以风电平价上网成为可能，其事

实依据就是风电以外的能源供应成本环境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燃煤发电成本变化导致标

杆上网电价可能走高的这种趋势。 

但同时，能源局对于风电平价上网也是持谨

慎态度的，从通知中可以看出，示范项目的选取

是排斥风电红色预警地区的，对于风电红色预警

地区，限定了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的规模不超

过 10 万千瓦。应当说能源局对于风电平价上网

示范项目建设还是比较谨慎的，也是符合当前能

源发展要求的，之所以此时提出风电平价上网示

范项目建设，一方面应当仅仅从试点的角度考虑，

另一方面也因为受益于政府扶持的煤电的价格

波动给平价上网提高了可能。 

不限电、优先保障示范项目电量消纳，是

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成功关键 

能源局对于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做出了

硬性规定：上网电价为当地煤电标杆上网电价，

无补贴，不发绿证。很显然，这样的规定对于示

范项目而言，无异于是让风电企业“断奶”，如

果没有相应的鼓励措施，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

就会缺乏市场空间，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落地

就会困难。因此能源局在通知中也提出了相应的

鼓励措施，比如项目建成电网与风电企业要及时

签购售协议、不限电等，相对于以往的风电项目

补贴滞后、消纳问题严重的现象，如果能够更好

的促进风电消纳，对于风电企业而言吸引力还是

不小的。如果把风电项目补贴理解为促进风电产

业规模化发展的扶持，那么促进风电消纳就是从

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而进行的政策扶持，可以理

解为政策调整下能源格局变化带来的变相“补

贴”。事实上，这种隐形“补贴”能否诱惑风电

企业加入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建设竞争当中

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是资本在风电企业中收益周期评估如何，资本短

期逐利还是瞄准的目前执行的相对成熟的风电

补贴政策，资本长期逐利则可能在意以相关方签

署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相关协议、明确权责的旨

在解决风电消纳问题的隐形“补贴”政策。 

无论如何，不限电、优先保障示范项目电量

消纳，实际上等同于取消显性补贴后，转嫁了由

补贴带来的政府财政负担，替代为一种由电力体

制改革过程中的电网红利释放所带来的另一种

“补贴”，这种补贴仍然需要依托电力供需过程

中行政作用强制执行，因此有理由认为，以行政

手段迫使电网无条件接纳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

目的发电量，是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能够得以

成功的关键所在。事实上解决风电问题依然没有

能够跳出行政手段主导的怪圈，等于是扔了拐棍，

又上了副担架，但不管是拐棍还是担架，只要能

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 

产业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是风电平价上网

得以提出的内在逻辑 

对于新能源产业而言，各国政府在其起步阶

段都给予了高额补贴，以促进其规模化形成，在

规模化过程中竞争的加剧促进产业内技术革新，

从而在相应的产品成本降低以及技术含量上得

到提升。 

中国和同样作为风电大国的丹麦，在补贴路

线上基本一致，都是在风电产业起步阶段给予相

应的高额补贴，待其产业逐步形成规模化之后，

产业内部竞争使得新技术研发加大带来产品革

新，诞生质量更优、成本更低的新产品。这也是

风电能够平价上网，可以和传统能源相竞争的内

在逻辑。和中国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丹麦现行的补

贴负担较轻，而中国的风电一旦离开补贴市场就

呈现低迷。中国和丹麦不一样的地方一方面在于

两国的资源条件不一，另一方面还在于融资监管

自由度不同、电网对于其电量的接纳程度也不一

样，这些不仅仅是产业技术本身所决定的，也取

决于于各国的电力体制的。不过，中国新一轮电

力体制改革自 2015 年开始实践以来，对于中国

能源供给侧的调整已经明显，可再生能源接入比

例呈现上升趋势，高污染高耗能的传统能源发展

受限。 

在产业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方面，各国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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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策略也不尽相同，仍以丹麦和中国为例，丹

麦是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产品技术突破

和成本逐步降低的，因此我们基本看不到的大的

能源政策变动及其影响，而中国在促进风电消纳

和新能源输送通道建设方面衔接性较差，技术研

发突破和成本在市场中的反映步调不一致。但随

着中国在高压输电建设、间歇性新能源消纳技术

研发的投入，为风电平价上网创造了硬性条件。 

风电平价上网的推进，也将给传统能源发

电转型升级带来喘息机会 

以燃煤发电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发电主体在

遭受了煤炭去过剩产能后燃煤原材料的上涨，以

及政府以行政手段压制发电量空间的主导思想，

转型升级的迫切性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但燃煤发

电在发电成本上涨及各类补贴被逐步取消的压

力下，以及所对标的风电则由于政府补贴、节能

减排等政策的执行，燃煤发电企业的压力呈现多

重效应，在竞争过程中处于防御状态。风电平价

上网项目试点几乎是在给燃煤发电企业送温暖，

最起码这种以上网电价机械式平等的做法，以当

前各自的上网电价成本来讲，为燃煤发电企业寻

求更好的对策提供的缓冲时间，但有一点比较残

忍的是这一调整可能是以牺牲燃煤企业发电设

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代价的。 

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对于可再生能源迈

入零补贴时代至关重要 

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探索道路上，各国都可

谓道路崎岖。作为可再生能源的代表的风电是继

煤电、水电之后的第三大电源，但是与传统的化

石能源相比，目前其发电和运营成本仍然较高，

还是严重依赖于政府补贴，这就带来的严重的财

政负担，就可再生能源补贴而言，到 2016 年累

计缺口已超过 500 亿，为了解决这一突出问题，

减少补贴，中国开始尝试绿证制度，即所谓的绿

色电力证书制度，其目的依然是要提高绿电消费。 

风电平价上网就是一次彻底的探索行为，但

这次探索效果如何，可行性有多少，还需要进一

步检验，但对于可再生能源步入零补贴时代无疑

是至关重要的。 

风电产业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和政府扶持，

减少补贴或取消补贴对于其进入自由化的市场

竞争是必要的，也是政府乐于看到的，如果风电

平价上网示范项目得以成功实现，继而光伏等其

他可再生能源也可能逐步脱离补贴，进而推进可

再生能源零补贴时代的带来。实际上，无论是绿

证制度，还是平价上网示范项目都是多途径探索

可再生能源零补贴重要方法。 

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是个系统工程，需

技术、政策、市场等多元支持 

仅仅从单一要素的角度理解风电平价上网，

不利于全面整体上理解风电平价上网的重要性

以及面临的阻力。就政策而言，怎样保障不限电、

风力发电产生的电能全部消纳，以什么样的方式

完成示范项目电能的输送，都需要从新设计。而

市场对于风电平价上网的接纳程度有多高，还需

要进一步实践。对于风电行业而言，刚刚从产品

同质化低价竞争中活出来，就得考虑因补贴取消

是否使成本降低到成本和运营成本下限。 

总之，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建设应该被理

性的看待，不应该过分解读，但此时提出风电平

价上网首先是在风电技术研发更新和成本下降

导致风电整体成本下降到可以经受平价上网的

程度，再者和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变化的铺垫等外

部因素也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风电平价上网的意

义在于如果能够顺利推进，对于可再生能源的零

补贴时代就会到来，当然也需要指出，短期内可

再生能源的发展应该涵盖绿证交易、资金补贴、

平价上网等多重模式，其背后政府行政的支持力

度也不一样，比如对于平价上网而言，因为没有

额外的资金补贴及绿证交易，就需要以类似于不

限电、电量全部消纳等鼓励措施加以推进，但如

何依靠这种行政强制力的利益置换手段推进以

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健康发展也需要慎重。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推进风电平价上网背后的担

忧，那就是在以行政作用促进电网对于风电消纳

的同时，如何推进电力交易的市场化进程，又如

何保障这种行政作用力在电力改革当中恰如其

分的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收敛它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