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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新民一周

“风光无限”的时代

或许有些意料之外，但确实情理之中。中国经济今年来

一大亮点，是亮闪闪的“风光无限”！

6 月 20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前五个月全国电力工业统

计数据。我国风电装机量增加了 1636 万千瓦，比去年同期

多增加 554 万千瓦；光电增加了 6121 万千瓦，比去年多增加

3749 万千瓦，呈现一派“风光无限”景象。

电力是现代社会最根本动力源。截至今年 5 月，我国发

电装机容量为 26.7 亿千瓦，是美国的两倍多，奠定了中国第

一制造业大国基石。其中火电13.5亿千瓦，水电4.17亿千瓦，

核电 0.56 亿千瓦，风电 3.8 亿千瓦，光电 4.54 亿千瓦。在其

它电力均个位数增长情况下，风光双双两位数以上增长，光

电更是大幅翻倍增长。

实际上，光电增长这几年都是最亮眼的，已连续多年翻

倍增长。2021 年前五个月光电增加了 991 万千瓦，2022 年同

期增加了 2371 万千瓦，今年则是 6121 万千瓦。新增装机数

去年比前年增加 139.25%，今年比去年增加 158.16%，可以说

令人瞠目。

高速增长背后，最重要是国家政策的鼓励与支持。按照

规划，中国到 2025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将占全部发电量的三分

之一，今年底光伏将首次超过水电成为可再生能源最大来源。

到 2050 年光伏发电装机总量将超过 50 亿千瓦，相当于今天

全国装机量的两倍，成为中国第一大能源，约占届时全国用

电总量的 40%。这一切，给光电带来了巨大发展空间。

从光电技术本身来说，经过多年创新发展，中国占据了

世界第一位置，专利申请量接近全球八成，产能超过全球八

成，拥有无可匹敌优势。中国最先进的产能每度电成本可降

至 0.2 元，装机价格低至每瓦 1.3 元，极具竞争力。还有就是

960 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为光电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沙

漠戈壁、辽阔草原都成了光电“良田”。中国光电的实力，

还在于对全球市场的高占有率，产品价格比欧美产品低一半

多还有足够盈利，带动全球光伏需求增长了 40%。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加快全国一体化的能源联网建设，

把相对分散、可控性弱的风光等新能源，并入全国大电网，

加强能源有效利用。6 月 11 日，我国第一条以开发沙漠光伏

大基地、输送新能源为主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宁夏至湖南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工。这条最高等级的特高压

工程，全长 1634 千米，2025 年建成后每年可向湖南输送电

量超 360 亿千瓦时，输送的绿电占比将超过 50%。

这项工程不仅对宁夏意义重大，更将开启中国风光新能

源“高比例稳定输送”、“大范围优化配置”的第一步，为

进行中的国家风光大基地建设奠定坚实基础。2021年 12月，

国家公布第一批风光大基地项目清单，共计 50 个项目，总规

模达 9700 万千瓦装机。2022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发布《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规划布局方案》，要求到 2030 年规划建设风光基地总装机约

4.55 亿千瓦。

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加快同时，新能源并网消纳以及跨

区域外送电力工程也在紧锣密鼓推进。有关方案显示，为配

套风光基地以及水电、光热发电等电源建设，正在研究论证

“十四五”规划“三交九直”12 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宁夏至

湖南的通道之外，多条特高压也即将开工。有专业机构预测，

2023 年到 2025 年，根据已规划线路及大基地建设进展，将

有望分别核准开工 5 条、4 条和 4 条直流线路。判断依据在

于 4.55 亿千瓦中，十四五建成 2 亿千瓦，外送 1.5 亿千瓦，

以1100万千瓦风光加400万千瓦火电对应一条直流线路测算，

通道需求为 12—14 条。

国家能源局提出的今年光电装机目标是 1 亿千瓦，按照

前五个月已装机 6121 万千瓦情况，全年实际装机可能达 1.5

亿—1.6 亿千瓦，几乎是历年已装机的一半数量！

随着中国独步天下的新能源力量徐徐展开，风光新能源

正日益成为中国能源乃至世界能源的后起之秀、未来之星。

这是一个属于中国的“风光无限”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