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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推动我国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



光热发电是具有灵活调节和系统支撑能力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是优质的

调节性电源。通过与风光的一体化调度、一体化运行，可以实现光热与风光电源

的发电特性互补，能够为电力系统提供清洁的调峰能力和惯量支撑，光热发电的

规模化发展意义重大。



一、推动我国光热规模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充分发挥灵活调节和系统支撑作用

 光热电站的装机规模和占比仍然偏小，并网项目多处于自主发电状态，对电力系统的

调节、支撑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随着光热发电装机规模的扩大，在具备条件的地区集中开发、集群调度，与风光电源

实现多能互补，将有利于在新能源大基地等场景中充分发挥调节支撑作用，在常规火

电调峰能力增长不足的环境下发挥调峰电源作用。



二是有利于推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光热发电产业链长，上游包括钢铁、超白玻璃、反射镜和熔盐等原材料产业，以及支

架跟踪装置、汽轮机和发电机等工业设备。

 光热发电的规模化发展将有利于提升传统产业产能的消化，同时可带动新兴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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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有利于实现装备制造标准化拉动成本下降

 目前光热项目规模有限，市场预期不够，光热电站工艺系统的关键核心装备和材料如

定日镜、汽轮机、熔盐等，目前大多采用定制化开发，没有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生产，

成本居高不下。

 光热电站规模化建设，在规模效应的拉动下，将推动核心关键设备的标准化，进一步

促进光热电站建设成本的下降。



四是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在示范工作的带动下，我国光热发电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大幅发展，验证了技术可行性。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以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为代表的技术路线更新，以及

以提高系统温度、降低各环节热损为目的的技术进步，都有利于实现系统效率的提升。

 通过光热发电的规模化发展，将为技术进步提供良好环境，进而实现效率提升和成本

下降。



二、我国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已初步具备条件



 2015年9月，我国正式启动了太阳能

光热发电示范工作。截至目前，首批

光热示范项目中，共计建成并网8个、

装机规模50万千瓦。

 在首批示范项目的推动下，我国光

热发电在技术、产业、人才等方面初

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为我国光

热发电的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国光热发电的发展历程

数据来源：国家太阳能光热联盟《中国太阳能热发电行业蓝皮数2022》



我国光热发电的发展历程

 2006-2015：科技探索和试点开发阶段



我国光热发电的发展历程

 2015-2021：规模化示范阶段



我国光热发电的发展历程

 2021至今：光热与风光互补一体化发展阶段



 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首批光热示范项目的建成并网，对于推动我国光热规

模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汲取了一些经验，初步实

现了我国开展示范工作的初衷。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牵头，会同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

创新联盟、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按照主管部门的工作布置，完成相关项目的

评估，首批光热示范项目建设圆满完成既定目标。



示范项目圆满实现既定目标

2015年9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组织

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建设的通知》（国能

新能〔2015〕355号），提出要组织建设一

批示范项目，明确了示范目标：一是要扩大

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形成国内光热发电设备

制造产业链；二是要培育具备全面工程建设

能力的系统集成商，以适应后续光热发电发

展的需要。

我国正式启动太阳能光热发电示范工作。



 一是我国实现光热发电装机规模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增长，形成了全球种类最多的光热

发电技术路线。我国光热发电从“十三五”初期仅有个别试验性质的小型项目，到目前装机

规模达到58.8万千瓦，仅次于西班牙和美国，位居全球第三，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我国光热发

电装机容量占全球光热装机规模的比重从2016年底的不足0.5%提升至2022年的8.4%。我国建

成投运的光热发电示范项目既有50MW规模，也有100MW规模；储热时长最短6小时，最长

13小时；技术路线包括了熔盐塔式、导热油槽式、熔盐线性菲涅尔式，我国成为目前全球范围

内唯一一个拥有四种光热发电技术路线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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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我国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热产业链，从业单位数量和产品供应能力实现

较大增长。示范项目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光热发电项目建设，有效促进了光热发电全产业

链建设。根据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数据统计，在从业单位数量方面，光热发

电相关生产企业、设计单位、工程建设单位、高校和科研机构等数量增长了175%，相关从业人

员数量达到约6万人；在生产线装备和产品供应能力方面，我国建立了数条光热发电专有的聚光、

吸热、传储热系统关键部件产品生产线，关键产品部件的产能或供应商数量也有较大程度增加。

示范项目圆满实现既定目标

系统集成 投资运营装备制造

光热产业链上中下游部分厂商



 三是示范项目建设带动了我国自主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一些关键设备突破了国外垄

断。大部分示范项目采用了国产的设备产品，占比超过90%，另外，包括槽式光热发电用柔性

连接件、塔式熔盐吸热器（镍基合金材料和高温涂层）、高温熔盐泵和熔盐阀等产品和材料，

虽然在示范项目中均采购了国外产品，但我国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样机研制、小批量在示范电

站中应用等途径，实现其整体性能基本或者已经能够达到设计要求，为后续项目大规模采用自

主化设备提供了工程业绩和参考。例如，我国自主研制的熔盐泵等产品已中标风光大基地中的

光热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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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示范项目培育了我国大规模光热发电系统的设计集成能力，以及支撑光热电站规

模化发展的人才队伍。示范项目建设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在设计、集成、建设施工、调试、运

维等方面具有实战经验的管理团队和技术人才，一批在水电、火电、新能源、电力系统等方面

具有丰富经验的设计院和工程建设公司已深度参与到示范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工作中。例如，中

国电建共和50MW光热项目建设，带动了电建集团一体化设计、施工、调试、运维团队进入熔

盐塔式光热领域，培养了光热设计工程师30人，工程建设调试工程师30人，提供建设施工岗位

约1000人。

示范项目圆满实现既定目标



 五是通过国内示范项目实战经验，我国设计和系统集成商已走出国门。我国企业主导

设计并集成的光热电站获得了国外第三方给出的“达到国际先进性”的评价，具备了大容量光

热电站系统集成和总包能力，承担了国外光热发电项目总包建设。例如，中国电建山东电力建

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总包建设的摩洛哥努奥200MW槽式和150MW塔式电站已经成功投运；上

海电气总承包建设的迪拜700MW光热+250MW光伏发电项目，我国设计院参与了相关设计；

可胜技术与中国能建葛洲坝国际联合体以“技术+装备+工程+资金+运营”模式签订了希腊

50MW光热发电项目总承包合同。

示范项目圆满实现既定目标

摩洛哥努350MW 迪拜700MW 希腊50MW



 六是示范项目为我国积累光热电站运维经验提供“舞台”，部分电站运行维护水平达

到国际领先。光热电站系统结构复杂，运行维护水平直接影响电站的发电性能，示范项目为

我国总结积累光热发电运维经验提供了实战机会。从总体来看，各项目发电水平逐年提升，

2022年上半年大部分项目达产率比投产首年提高了10~50个百分点，其中部分项目已具备较好

的发电能力。随着示范项目经验的积累，我国具备了较强的光热电站运维能力，后续光热发电

项目的达产时间必将逐步缩短。

示范项目圆满实现既定目标



 七是示范项目验证了光热发电的独特优势，为满足新能源大基地的灵活调节需求，构

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技术选择。从示范项目的运行情况来看，光热

电站除具备与燃煤火电一样的涉网性能外，光热电站在负荷调节范围、爬坡速率等方面比燃煤

机组更好、更优，光热电站作为基础负荷连续运行以及快速调节负荷参与调峰、调频等性能得

到了验证。

示范项目圆满实现既定目标



三、我国光热发电规模化建设趋势已逐步显现



一是光热与风光互补开发推动光热发电逐步走向规模化

 首批示范项目后启动的光热项目，在燃煤标杆电价、投资收益率等约束下，多采

用光热互补风光的开发模式，甘肃、青海、吉林、新疆启动的光热项目均按照一

定比例与风电、光伏进行打捆，通过一体化开发的经济互补，降低系统的综合度

电成本，使项目具备经济性。

 现阶段更多考虑经济性互补性，并没有综合考虑系统支撑能力和经济性，是光热

电站开发建设过程中的阶段性措施，通过经济互补的模式，开展光热互补风光的

建设开发，带动光热电站规模化发展，逐步向发电特性互补，实质性提高系统调

节能力，综合考虑技经关系最优的光热互补风光一体化系统发展，将是我国未来

光热电站规模化建设发展主要趋势。



二是面向系统需求的设计成为目前光热发电的主要发展模式

 面对我国西北地区新能源高质量建设与发展的迫切需求，首批示范项目后启动的光

热项目，在单体电站设计方案中充分考虑了系统降本、解决弃电、资源优势、延长

出力等需求。

 面向系统需求的适应性设计将是“十四五”我国光热电站开发建设的主要模式，在

此发展模式下，有效的电力系统集群优化调度策略，合理的光热电站规划布局，将

是此种发展模式发挥系统支撑作用的关键。



“成本和收益”仍然是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四、相关措施建议



一是统筹谋划光热与风光互补一体化发展

 摸清底数。开展光热资源普查工作，摸清可以集中开发建设的光热场址范围和

建设开发规模；

 合理布局。充分考虑光热场址、风光场址、电力接入、系统需求，科学合理布

局光热与风光一体化项目；

 统筹时序。统筹光热、风光、电网建设时序，确保光热与风光一体化项目同期

建成并网。



二是结合新能源大基地有序推进光热项目建设实施

 优化电源配比。充分考虑成本下降趋势和技术经济性，科学合理研究光热与风

光一体化项目的电源配比；

 优化电站配置。结合电力系统对光热电站出力特性的要求，科学合理研究光热

电站单体规模及各组成单元的规模配置；

 合理安排时序。结合新能源大基地的建设推进要求，合理安排光热项目的开发

建设。



三是鼓励创新与标准体系建立促进降本增效

 鼓励创新。加强技术创新，促进降本增效；

 完善标准。通过完善行业标准，推动产业链标准化进程，促进降本增效。



四是加强政策机制研究保障光热发电高质量发展

 完善电力市场机制。鼓励光热电站在电力市场引导下，发挥系统调节支撑作用；

 降低非技术成本。



光热发电是优质的调节性电源

希望相关各方形成合力、发挥专长，共同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



汇报结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