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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绿色低碳转型系列（二十五）：中国新能源电力市场的最新法律
发展 

随着中国“十四五”规划发布，推动新能源全

产业链发展、加快能源领域转型升级成为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的必经之路。在过去几年，中国

可再生能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止到 2022 年底，

全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突破了 7 亿千瓦，风电、光

伏发电装机均处于世界第一。2022 年风电光伏新增

装机占全国新增装机的 78%，新增风电光伏发电量

占全国当年新增发电量的 55%以上。在新增装机和

发电量增长的同时，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利用率仍然

保持较高水平，2022 年前三季度，光伏、风电、全

国主要流域水能利用率均达到 95%以上。 

整体而言，中国新能源行业仍处在高速增长阶

段。中国对新能源行业的指导方针已过渡到“加快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项目管理、全方位

支持新能源行业发展”的阶段。在此背景下，一系

列新的法规与政策出台，覆盖新能源电力行业项目

开发模式、合规建设、并网消纳与电价补贴、绿电

绿证交易和碳排放权等各个方面，为新能源电力行

业的高速发展保驾护航。我们在本文中对中国新能

源电力市场的最新法律发展进行简要介绍和分析。 

新政策出台与加强行业监管并进。国家能源局

在 2022 年 12 月出台针对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开发建

设管理办法，对于集中式光伏电站的行业管理、年

度开发建设方案、项目建设、电网接入管理等内容

进行规定，推动光伏地面电站规范运行。就分布式

光伏，2021 年国家能源局提出在具有比较丰富屋顶

资源的县市区规模化开发屋顶分布式光伏，此后，

河北、浙江等多个地方已就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的

建设管理进一步出台相关规定。值得一提的是，国

家及地方对光伏用地政策均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包

括农用地、林地、河道、湖泊等，在此背景下，水

上光伏具备潜在投资开发机遇。2022 年浙江等省份

已出台推进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政策，为海上

光伏项目立体开发提供路径试点。 

行业监管方面，自 2022 年 3 月起中国多部委

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

目的自查及核查工作。核查重点包括项目合规性、

规模、电量、电价、补贴资金和环保六个方面，不

合规项目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部分公司甚至因

核查不通过被要求退回千万以上补贴资金。 

项目大型化及基地化的趋势明显。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项目是在“十四五”规划提出基地建设的布

局后，用以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承载实现双碳目标

的一批重要的风电及光伏项目的统称。由于该类项

目往往由国家层面牵头推动，其在政府审批、电网

公司并网环节会更加便利，国家政策也将对此类项

目给予土地、环保、金融、并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项目立项、建设和并网具体法

定手续环节，此类项目和一般光伏风电项目并无实

质区别，此类项目的建设时间上甚至有更加严格的

“关门”要求。 

作为新能源电力项目核心因素的电价逐步从

标杆转为平价、竞价。自 2021 年起，中国新能源

项目正式进入平价上网阶段，新备案或核准的集中

式光伏、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和陆上风电项目国家不

再补贴，原则上按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实行平价上

网。部分省市对于分布式光伏依然有地方补贴政

策；新核准（备案）海上风电项目上网电价由省级

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或通过竞争性配置方式形成。

2021 年前备案核准项目仍继续按之前的电价政策

享受国家补贴，但补贴电量受并网后 20 年或规定

的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的限制。 

电力市场改革促进绿电交易规模显著提高。随

着电力市场化改革以及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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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进，更多的省份要求新能源项目进入电力

市场交易，相关交易电量的电价不再固定，将随市

场行情波动。各地各类新能源项目全面参与市场化

交易的政策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实践中，

长期 PPA 在中短期内落地困难很大。因此，在电价、

电量不确定性的前提下，电站运营期风险增高。

2021 年起推行的绿色电力交易实行“证电合一”

的交易模式，对于不再享受国家补贴的电量，项目

公司可通过绿电交易获得电价收益外环境权益部

分的收益。同时，绿色电力交易的规则规定以年度

交易为主、月度交易为补充，鼓励年度以上长期交

易，这也使得新能源电站获得长期 PPA 的可能性增

加。在之前国家绿电交易规定的基础上，2022 年国

网及南网绿电交易规则相继落地，推动绿电交易成

为电力市场的热点之一。 

储能配置要求进一步强化。目前，中国主要通

过施行发电侧强制配储的政策推动储能行业的发

展，从而尝试解决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给电力消纳及

电网安全带来的影响。自 2021 年起国家即出台政

策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通过自建或购买的方

式配置储能或调峰能力，多个省份在该政策基础上

进一步推出强制政策，即明确集中式风电、光伏发

电项目必须同步配套建成投产储能设施。2022 年以

来，该等强制配储政策覆盖省份的数量变多、配储

比例及小时数均有所增加。此外，2022 年山东、河

北等多个省份所出台的政策中对于分布式光伏项

目也提出了强制配储要求。就独立储能商业模式，

新型储能可作为独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若干省份

已陆续出台政策鼓励投资建设独立储能电站并颁

布了对储能参与调峰辅助的补偿政策。 

展望 

中国新能源行业已经步入高速发展阶段，根据

“十四五”规划的要求，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背

景下未来五年将聚焦提升新能源发电量增量、消纳

能力和非电利用规模，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

能源体系则是远景目标。从具体路径而言，通过优

化可再生能源发展方式，加快推进风电光伏基地化

开发和分布式开发，促进能源存储消纳，坚持创新

驱动，健全能源体制机制，坚持国际开放融资，完

善政策保障措施等综合手段，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

在高速发展的脚步中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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