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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我国风电跨区（省）送出交易存在的问题，分析风电大规模送出的主要模式及风电外送成本的影响因素，对于正确认识我国风电开发的特点，促进风电企业与电网企业之间、风电与其他形式电源之间的和谐发展，最小化风电送出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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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以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波动性，不确定性和不可调峰性等特征，导致在接入电网时需要其他电源提供相应的辅助服务，同时，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和电力需求的逆向分布格局，以及跨大区电网互联规模有限和交换能力不足的现实，也导致需要建设远距离、大容量跨区（省）输电通道，才能实现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相应的价格补贴政策，对促进风电大规模开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风电接入及消纳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风电规划与电网规划不协调、风电接入导致的辅助服务成本没有补偿机制、缺乏合理的跨区（省）输电价格形成机制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尽快解决，不仅影响到我国风电及相关行业的持续发展，而且将影响到我国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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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风电大规模、远距离的送出必将带来高昂的线路建设成本，同时风电大规模跨区（省）交易还会对各类主体的利益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我国风电跨区（省）送出交易存在的问题，分析风电大规模送出的主要模式及风电外送成本的影响因素，对于正确认识我国风电开发的特点，促进风电企业与电网企业之间、风电与其他形式电源之间的和谐发展，最小化风电送出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促进风电大规模跨区（省）送出交易，并设计相应的定价机制科学合理地分摊送出成本，课题组全面梳理了国内已有的相关文献和资料，比较了欧美典型国家分摊风电集中式接入成本的相关政策，对各国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提炼。然后，在形成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以几个典型的风电跨区（省）送出工程为例，评估了新的价格机制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对相关细节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根据课题组的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

（1）我国风电大规模送出需要建设坚强的跨区（省）输电“硬通道”，并需要建立相应的交易机制以保障风电的跨区（省）消纳。

首先，我国可再生能源和电力需求的逆向分布格局，意味着必须建设坚强的远距离、大容量跨区（省）输电通道，才能实现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其次，为了保障风电大规模送出消纳，应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促进风电在较大的范围内优化配置。最后，为克服风电的波动性或预测不精确造成的电量差额，应设计一个灵活的电量滚动机制，解决风电电量波动对网间结算带来的影响。

（2）风电大规模送出的成本受输电距离、线路容量和送出方式的影响较大，应根据不同情况设计适当的线路容量，并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尽量采用风火“打捆”的送出方式。

根据测算结果，我国不同距离风电单独送出的到网价格将达到0.371 － 0.459 元／ KWh，远高于目前华北、华中、华东电网统调燃煤机组脱硫标杆上网电价。同时，由于风电机组的出力特性，风电外送经济性与弃风电量呈反比例关系，过度的追求送电的经济性将无法保障风电企业的利益。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煤炭资源丰富，具备同时开发大型煤电、风电基地的条件，根据平均测算结果，采用风火“打捆”的送出方式送出能降低约30％的输电成本，从而大大增加风电在“三华”地区的竞争力。

（3）专用送出通道、网间送出通道按电量与距离定价是相对较优的选择，网间互联线路按单一制电量定价是相对较优的选择，同时还应建立配套的输电价格补贴机制。

由于风电的间歇性和波动性，风电送出通道的年利用小时数一般低于平均水平，同时风电接入也会增加区域电网省间互联线路的容量需求。因此在选择相对较优的定价机制的情况下，政府需要根据相应的价格标准对其进行补贴。在具大规模可再生能源跨区（省）送出交易及价格机制研究体实践中，线路年利用小时数考核标准可根据风电场资源禀赋、风电送出距离、受电区域用户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在初期适当将标准定低一点，以后再逐年减少补贴。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电网公司接纳风电的积极性，又在中长期对提高电网资产利用效率提供了激励。

为促进我国风电的可持续发展，课题组提出了以下建议：

（1）加强风电送出的统一规划和经济性评估风电的大规模开发、输送和消纳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必须将风电大规模开发、输送和消纳纳入电力发展的统一规划，建立风电项目与电网工程同步规划、同步核准、同步投产的决策机制。同时，应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大对大规模风电送出通道建设的经济技术评价，最小化风电送出的成本。

（2）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送出价格补贴政策以目前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为参考，增强其对风电远距离送出的适应性（可增加考虑不同输电技术、输电距离对成本的影响），并在严格核定各项输电资产投资及运营成本的前提下，根据风电比例将部分网间送出通道、网间互联线路成本纳入补贴的范围，为大规模风电的跨区（省）送出消纳提供政策保障。

（3）用市场的理念和机制促进风电送出交易长期来看，只有用市场的理念作指导，在涉及风电跨区（省）交易电量确定、价格形成、利益分配、交易组织、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制度安排等方面，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风电的大规模跨区（省）交易才能健康、持续的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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