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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善民：建议西藏“十四五”出台地热发电价格政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西藏自治区政

府将清洁能源产业定位为“国家清洁能源基地”“西电东送接续基地”“辐射南亚的能源基地”的支柱性产业，

提出大力开发水电、光伏、地热能和风能等多种可再生能源融合互补发展。

　　地热发电具有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特点，我国的雪域高原西藏地热资源丰富，地热资源集聚区就有709

个。

　　西藏自治区能源研究示范中心主任、西藏地热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赵斌认为，如果在西藏实现水

能、太阳能、地热能和风能的多能互补，将有利于改善当地的电网电源结构、增加消纳能力，并将西藏地区的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打好“三个攻坚战”作出积极贡献。

　　从生态环境保护、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认识地热发电的意义和重要性，笔者建议，西藏自治区政府在“十

四五”可再生能源规划编制方面，应强调多能互补协同发展，与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和财政部积极沟通《可

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对于西藏特殊地区（高寒、高海拔、“三区三州”贫困连片区）结合“三大攻

坚战”的产业定位，对地热发电电价给予价格政策性支持，以优化营商环境、激励企业投资，推动西藏地热产业

发展。

　　可再生能源发电对西藏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在民生领域解决供暖、饮水和交通等问题，是国家打赢扶贫攻坚战的硬任务，但是，燃煤、燃油和燃气等供

暖方式均将对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西藏是我国生态保护战略屏障，阿里和那曲冬季燃煤供暖污染大气环境，且煤炭价格高达每吨1300元以

上，成本高昂，并不利于西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与此同时，燃煤污染物随着冬季季风飘散，

不仅将加重对内地大气污染，也将给长江和黄河下游带来生态安全隐患。因此，西藏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仅

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环境账和民生账。

　　笔者认为，西藏需要大力发展以水电、光伏、地热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发电，在能源消费方面要大力推广清洁

能源直接供暖和电气化。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对于西藏本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生态环境安全保护均具有重大意

义。

　　如果西藏能将清洁能源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性基础产业，将可为西藏优势性第一、第二和第三

产业提供有力支撑，实现产业扶贫、脱贫自身造血功能，从而实现减少中央财政长期转移支付补贴压力，与保护

当地生态环境双赢。

　　在此，笔者建议，西藏高原生物产业和绿色工业深加工应以电气化为主，供热行业以太阳能、地热能直接利

用为主，采矿和矿产品初加工业等以“绿电”为主，从而杜绝对牦牛粪燃烧和燃煤、燃油、燃气的消耗。

　　“十三五”地热发电完成情况不容乐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藏地热能资源丰富。据现有资料统计，西藏地热能发电潜力在3000兆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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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文齐）

　　西藏地区的地热资源主要用于发电，集中在羊八井和羊易地区。地热发电在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中年利用小

时数最高，全年90%以上的时间都可用于发电，非常稳定。

　　以羊八井和羊易地区的地热发电项目为例，1千瓦的地热发电装机一年可发电7884千瓦时以上。可为2023

年世界地热大会在中国召开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方案。

　　羊八井地热电站不仅是我国最大的地热电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利用第四系浅层热储进行工业性发电的电

站，电站装机约25兆瓦，负荷在拉萨电网负荷中占比曾经高达60%；羊易地热电站是全世界海拔最高（4650

米），全国第一个实现100%回灌、只取热不取水的地热电站，也是全国单机最大(16兆瓦)地热电站。年发电量

可达到19105.46万千瓦时，上网结算电量16772.30万千瓦时。该电站每年可节约5.8万吨标煤，可减排二氧化

碳21万吨、二氧化硫6000吨、氮氧化物3100吨，相当于植树1147万棵。

　　根据“十三五”规划目标，西藏地热发电装机容量为350兆瓦。然而，除16兆瓦的羊易电站外，新增项目寥

寥无几，主要原因就是缺失价格政策。

　　截至目前，西藏光伏装机已达到1080兆瓦以上，这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息息相关。就地热发电而言，相

关信息显示，“十四五”规划西藏地热装机容量或将达到200兆瓦以上,且2030年更要实现1吉瓦的装机目标，这

就需要尽快出台价格扶持政策。

　　建议对地热发电电价实行梯度补贴

　　目前西藏工商业平均电价已超过0.6元/千瓦时，从而制约了支柱性产业发展。若要降低电价，必须大力发展

水能、地热能和太阳能绿色能源。

　　考虑到西藏地区独特的地热资源和地质构造，地热资源开发成本与内地有较大差异，且西藏电网结构和电力

需求均与内地不同，根据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项目上网临时结算电价的批复，核定含税上

网临时结算电价为0.9元/千瓦时，并纳入全国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分摊，这是羊易投资的最好示范起点。

　　西藏地区需统筹规划水能、地热、光伏和风能等清洁能源发电，系统考虑各种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政策的引

导效果。补贴是鼓励技术创新的种子，通过补贴鼓励科学技术进步，最终实现取热不取水的地热商业开发，牢牢

掌握地热产业发展主动权。

　　以项目寿命周期不低于30年、年运行小时数达到8000小时为标准，以完成项目折旧为期限，设计补贴方案

可使地热发电彻底解决冬季用电回购问题，并稳定西藏电网的运行。

　　为保障企业收益，促进行业发展，通过对地热发电项目建设和固定资产折旧等成本的估算，建议根据“十四

五”规划和西藏地区地热发电潜力的实际情况，实行梯度补贴。

　　西藏地热发电起步晚，但是利用效率高，年运行小时数能达到8000小时（国际标准），1000兆瓦装机的发

电量即相当于西藏目前的全社会用电量，可发挥基础电源作用，稳定西藏电网的运行。

　　因此，建议西藏地区统筹规划地热在内的各类新能源发电，系统考虑新能源发电上网电价，推动可再生能源

多能互补协同发展，让雪域高原拥有更多碧水蓝天。

 

　　（作者系西藏地热产业协会会长，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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