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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新考题和新使命。为应对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同时也是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大屏障，甘肃省提出要用好碳达峰、碳中和

机遇，打造国家重要的现代能源综合生产基地、储备基地、输出基地和战略通道。

　　对此，有关专家学者表示，“双碳”目标的提出为甘肃能源产业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未来，甘肃应积极作为，充分利用新能

源存量优势，加速完善新能源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理顺制约新能源发展的管理体制等瓶颈，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为全国“双碳”目标如期实现贡献甘肃方案。

　　“风光”资源优渥 新能源发展扩容迎新机遇

　　调研中记者了解到，甘肃能源结构“富煤、贫油、少气、风光优渥”的特点突出，新能源基础雄厚，已建成酒泉千万千瓦级风

电基地和张掖、金昌、武威、酒泉四个百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通渭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初见成效。

　　特别是甘肃省风能、光能资源丰富，资源有效储量分别为2.37亿千瓦和1亿千瓦以上，分别位居全国第五、第三，具备基地

化、规模化、一体化开发的优越条件。但此前，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以及新能源发展阶段性、不连续性等特点，新能源投资受

到一定限制。

　　经过“十二五”“十三五”快速转型，甘肃大力推动电力代替煤和油的消费。截至2020年底，甘肃太阳能装机981.55万千瓦，

电源装机容量5620万千瓦，以风电和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装机占比41.9%，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包括水电的清洁能源装机占比

达59%。全省发电量1787亿千瓦时，新能源发电量占比21.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5%；新能源利用率达到95.28%，创历史最好水

平；累计完成电能替代电量432亿千瓦时，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不断提升。同时，通过加大电力外送，甘肃与20个省市开展电

力省际输送，大送端电网的格局初步形成。

　　通过以上措施，2020年3月，国家能源局发布新能源监测预警结果显示，甘肃风电预警结果总体为橙色，其中河东地区为绿

色；光伏评价结果河西地区为橙色，其他地区为绿色。

　　甘肃省新能源运行控制重点实验室主任汪宁渤、甘肃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孙涛、甘肃省政府研究室发展战略研究处处长薛昭军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表示，到2030年，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要达到12亿千瓦以上，未来10年，风电、太阳能装机

至少增加7.2亿千瓦，每年新增装机不少于1亿千瓦。作为我国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和“西电东送”的重点区域，在“十四五”及今后

一段时期内，甘肃省以风、光为主的清洁能源将迎来新一轮大规模发展机遇。

　　“可以说，新能源发展将成为甘肃省按期实现‘双碳’目标和培育新的经济支柱产业的关键所在。” 薛昭军说。

　　新能源产业发展壮大还需破解诸多难题

　　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甘肃新能源资源丰富，但全省能源生产和消费中，化石能源仍占60%以上，尤其“一煤独大”的格局未

能根本改变。若以新能源电力为突破口加速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还需要破解诸多难题。

　　据甘肃省电力公司统计，目前甘肃省电力总体上供大于求，属于电能输出型省份，年均富余电量已超过300亿千瓦时，并逐年

增加。而与此相对应，甘肃省仅有祁韶直流一条自有输电通道，远少于宁夏、青海、新疆、陕西、内蒙古等周边省区。另外，由于

祁韶直流的配套火电厂机组未能完全建成投运，导致祁韶直流无法满功率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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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宁渤介绍，目前，甘肃省电力系统主要依靠煤电调峰，系统现阶段最大调峰能力仅730万千瓦左右，而省内调峰实际需求为

850万千瓦至1050万千瓦，且热电机组占比高，总规模占全省火电总装机的60.9%，同时冬季供暖对系统调峰能力影响也比较大。

“十四五”期间，受煤电发展放缓、新能源大规模发展等因素影响，甘肃省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不足的问题将愈加凸显。如果由于已

核准的缓建、停建的火电项目不能按期投运，调峰缺口将达到470万千瓦至1560万千瓦。

　　同时，甘肃电力市场建设在省级层面没有统一牵头机构。据调研，发电计划、省间购售电计划以及省内现货市场建设由甘肃省

工信厅牵头负责；省内直接交易由甘肃省发改委负责；辅助服务、省内替代发电市场又由国家能源局甘肃监管办公室负责。多头管

理导致统筹协调不够，制约了甘肃省能源产业的发展和电力市场建设。

　　以电为中心 构建综合能源发展格局

　　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新能源产业发展与常规能源形影不离，不能割裂开来看问题。统计显示，2010-2019年间，甘肃一次电

力（新能源）消费总量显著上升，2012年超过石油，成为第二大消费能源。薛昭军等专家认为，甘肃省应该在盘活现有能源资源优

势基础上，在新一轮以电为中心的能源资源格局构建中，构建培植优势、抢占市场，着力建设“风光水火储”一体化的能源发展新

格局，最终迈向“双碳”目标。

　　薛昭军表示，到2025年，甘肃应推动风光电装机在现有规模基础上翻一番，超过5000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占电源总装机比

例达到65%，同时大力推进风储、光储示范项目建设。

　　“甘肃应在深度挖掘现有调峰潜力的基础上，统筹运用火电、抽水蓄能、燃气发电、储能等调峰方式，丰富电力系统调峰手

段，确保能源电力安全稳定。” 汪宁渤认为。

　　孙涛等专家表示，需加快电力外送通道建设，持续推进“绿电外送”。孙涛提出，在当前我国中东部地区电力需求逐年上升的

情况下，在现有祁韶特高压输电工程基础上，甘肃应继续加大输电外送通道建设，加快“陇电”尤其新能源电力和常规能源电力向

华东、华中、华南等经济发达地区“打捆外送”，同时，进一步与中东部省份广泛签订协议，固化中长期外送交易份额。

　　国家电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行舟表示，未来，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将推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发挥电

网资源优化配置平台作用，促进能源供给清洁化、低碳化，能源消费高效化、电气化，有力支撑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记者 卫韦华 王铭禹 兰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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