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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大基地项目政策背景



大基地项目政策背景

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提到：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
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
实现碳中和。
中共中央政治局2021年4月新形势下加强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进行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
的经济社会变革，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
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



大基地项目政策背景

碳达峰是指全球、国家、城市、企
业等主体的碳排放在由升转降的过
程中，碳排放的最高点。碳中和是
指人为排放源与通过植树造林、碳
补集与封存技术等人为吸收汇达到
平衡。



大基地项目政策背景

我国能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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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参考智研咨询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能源行业市场研究分析及投资前景评估报告》



大基地项目政策背景-大事记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简称‘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一批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
202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正式提出，将大
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202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了《关于印发第一批以沙漠、
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项目清单的通知》（发改办能源﹝2021
﹞926号）（简称第一批项目），公布了第一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项目清单，项目涉
及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等18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装机规模为
97.05GW。
2021年12月，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组织拟纳入国家第二批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
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各省级能
源主管部门上报第二批新能源大基地名单（以下简称第二批项目），标志着第二批风光
大基地项目的报送工作正式启动。



大基地项目政策背景-大事记

2022年1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加快
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建设。
2022年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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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方案》）。该《方案》计划，以库布齐、乌兰布和、
腾格里、巴丹吉林沙漠为重点，以其他沙漠和戈壁地区为补充，综合考虑采煤沉陷区，
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到2030年（即中国向世界承诺的碳达峰年），建设规划
风光基地总装机规模455GW。
2022年3月，《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2022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能发规
划〔2022〕31号）提出，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
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
纳体系。



大基地项目政策背景-内蒙古大基地最新政策

内蒙古自治区情况：

全面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力争全年建
成并网新能源装机2500万千瓦以上，新
能源装机规模超过9000万千瓦，全年新
能源发电量超过1500亿千瓦时。

推动增加电网绿电比例的保障性项目
建设，利用原有电力外送通道，加快
已批待批规模超过4000万千瓦的新能
源项目建设，提高既有输电通道绿电
比例。



2023年1月17日，国家电网公司、自治区能源局在北京组织召开内蒙古自
治区四大沙漠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联动推进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

各盟市要提高政治站位，积极配合三峡、华能、华电、蒙能等企业加快新
能源项目和煤电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在三季度完成前期手续办理。相关技
术支持单位要加快项目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力争在上半年完成，为前期手
续办理预留更多时间。蒙西电网公司要加快推动属地汇集工程和送出线路
工程前期工作进度。

大基地项目政策背景-内蒙古大基地最新政策



大基地项目政策背景-完整产业链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商请提供推动我区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政策措施的函》
（内发改产业函（2021）600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新能源装备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根据实施方案，2021年—2025年，内蒙
古将依托风电光伏项目建设和产业基础，重点建设风电和光伏两条完整产业链，同时大力发
展氢能和储能装备。



02 大基地项目开发思路



大基地项目开发思路

长期以来煤电作为我国的主力电源，在我国电力安全供应保障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远期来看，在碳中和目标下，无减排措施的燃煤发电量必然逐步削减乃至清零，但这是一

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由于可再生能源的能量密度低、间歇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具备电网支撑性能，在我国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进程中，可再生能源与煤电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为满足经济社会用电负荷增长以及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展的调峰需求，在严控煤电

项目前提下，近期仍需要在部分地区发展适量为消纳风电、太阳能发电服务的调峰机组和

为保障电网安全供应服务的支撑性机组。至少在新能源及其配套的储能技术具备独立保障

电力安全供应能力之前，要处理好煤电与新能源的优化组合问题，推进二者耦合发展。这

既是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必由之路，也是可再生能源规模化跃升式发展的前提条件，

更是煤电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



大基地项目开发思路

目前风光大基地项目配备调峰火电机组已成趋势，通过规划建设大型风光电基地，鼓

励煤电企业与新能源企业开展实质性联营，以综合能源基地模式鼓励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

能的煤电发挥支撑性作用，促进存量煤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主动改变供给侧功能和定位

以实现转型，推动煤电和新能源的优化组合，全面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和灵活性。

“风光大基地+支撑调节性煤电”形成综合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发电

基地，是稳步快速且有保障地提高清洁能源供给能力的主要途径。围绕以沙漠、戈壁、荒

漠为重点的大型风光电基地，合理规划建设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配套支撑性煤电，充分发

挥煤电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进一步夯实煤电的电力保供“压舱石”作用，促进新能

源开发外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在“双碳”目标约束下，煤电装机增量发展空间有限，在新建煤电机组时可考虑和新

能源一体化耦合方案，发展多能互补综合能源生产新模式，例如“风光水火储一体化”，

通过风光出力特性互补，联合调峰电源和储能，实现友好型并网，推动清洁能源最大化利

用，或进行生物质耦合混烧，以大幅度降低碳排放，减少废弃问题。



大基地项目开发思路

大型风光电基地

高 效 清 洁 先 进 节
能 的 煤 电 + 储 能

调 节 电 源

特 高
压 输 电 线 路

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

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多种储能调

节电源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

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一个“基础”、一个“支撑”、一

个“载体”，构成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的

战略“铁三角”，风光大基地的战略价值

和在碳达峰进程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大基地项目开发思路-新型电力系统

新型电力系统规划主要特点：
1、以大型基地规划为主
2、多种型式储能耦合,涵盖火电、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储能、储热型太阳能热发电
的新型储能系统的发展
3、自主消纳+特高压送出为主



大基地项目开发思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乡村振兴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总书记为内蒙古量身定做的
行动纲领。我们在项目规划实施过程中，坚决贯彻和
把握这一要求，始终把生态保护建设放在首位。
将新能源产业与沙漠有机农牧业、沙漠风情旅游和推
动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
态化，最大程度地放大基地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在沙戈荒地区建设新能源大基地的同时保护+开发利
用+综合治理转变；向全社会参与、多元化投入转变；
向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转变，进而实
现多能互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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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基地项目开发思路-新型储能

以内蒙古地区为例，适用于该地区储能的系统主要有：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光热储能
等，同时距离城市较劲的北方地区，跨季节蓄热型储能也是发展的必要手段。
光热+储能：光热电站具备大容量低成本的储能特性，依靠汽轮机发电，为电力系统提供转动
惯量。具有启停时间更短、负荷调节范围更广、负荷调节速率更快等优点，具有更好的调节
性能。
电池储能：以磷酸铁锂为主的技术成熟型电池，储能电站建设简单，快捷。
压缩空气储能：利用低谷期电能压缩空气，高峰期释放推动汽轮机发电，形式主要有：传统
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带储热装置的压缩空气储能系统，液气压缩储能系统。特点：规模大，
寿命长（30~50年），储能周期不受限制。



大基地项目开发思路-精准预测+长时储能

推进新能源与调节性电源的多能互补，推广电

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模式，强化清洁能源资源评

估和功率预测技术研究，延长预测周期、提升准确

性、完善调度运行辅助决策功能，深化极端天气下

功率预测技术研究，加强源荷互动，打造源网荷储

聚合体。深度融合长时间尺度新能源资源评估和功

率预测、智慧调控、新型储能等技术应用，推动系

统友好型“新能源+储能”电站建设，实现新能源与

储能协调运行，大幅提升发电效率和可靠出力水平。

规模化长时储能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满足日

以上平衡调节需求。新型储能技术路线多元化发展，

满足系统电力供应保障和大规模新能源消纳需求，

提高安全稳定运行水平。以机械储能、热储能、氢

能等为代表的10小时以上长时储能技术攻关取得突

破，实现日以上时间尺度的平衡调节，推动局部电

网形态向动态平衡过渡。



大基地项目开发思路-关键问题送出与消纳

新能源的外送与消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要依托大型送出通道建设



按照场站“无人值班、无人值守”的管理模式建设，基于风光储一体化能源基地的集中监视管控与
发电场站计划、调度指令，实时控制各发电资源与储能资源，面向多目标，实现风光储联合能量管
理优化调度，实现稳定发电、提高电能质量、调峰、调频等需求的“风光储”集中监控。
基于能源市场如电力交易市场、辅助服务市场与碳交易市场等规则政策与动态趋势，结合电网规划
调度、能源消纳要求等，对风光储一体化能源基地供电质量、能源利用率、调节能力、储能健康管
理等技术指标，以及成本、风光储一体化收益等经济指标，进行智慧运维。

集中监控 智能报警 能量管理调度 智慧运维 Loremipsum
dolorsit效能分析

大基地项目开发思路-集中监控+智慧运维



大基地项目开发思路-内蒙古送出与消纳

送出与消纳送出与消纳



03 大基地项目进展情况



大基地项目进展情况-全国地区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设大型清洁
能源基地是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的重要基础。



第一批风光大基地总规模约97.05GW，主要布局在内蒙、青海、甘肃等19个省份，包括

2GW鲁北盐碱滩基地、2.6GW广西横州基地、青海海南、海西10.9GW基地、陕五一期

6GW外送基地、渭南3.53GW基地、内蒙古2GW光伏治沙……等等均已悉数开工。

大基地项目进展情况-全国地区

第二批风光大基地则是于2021年12月启动申报，目前各省市已经完成优选并成项目清单

印发，项目主要布局在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甘肃等三北地区。根据相关文件，

库布齐、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沙漠基地规划装机2.84亿千瓦，采煤沉陷区规划

装机0.37亿千瓦，其他沙漠和戈壁地区规划装机1.34亿千瓦。内蒙古共5个项目入选，

规模达到了11.88GW；青海有7个项目入选，规模达到了7GW；河北5个项目入选，规模

为5.85GW……根据央视财经报道，预计第二批风光大基地直接投入的资金将超过1.6万

亿元，可带动相关产业投资3万亿元以上。



第三批风光基地同样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延伸至适油气田、采煤沉陷区、石

漠化、盐碱地等，要求坚持集约整装开发，避免碎片化。优先申报100%离网制氢项目，

鼓励开发企业与国家管网集团、中国石油达成氢能运输、消纳合作，利用天然气管道推进

掺氢天然气等方式，实现氢能高消纳、利用。优先申报100%以上自主调峰、自我消纳项

目，不增加系统调峰压力，根据消纳能力统筹设计电源、电网、储能。

大基地项目进展情况-全国地区



大基地项目进展情况-内蒙地区批复指标

内蒙大基地项目主要分为三大类，共批复

120.35GW的指标：

第一类为大基地项目；

第二类为市场化并网新能源项目，主要包括

6条申报路径。

第三类为风光制氢项目。

2023年主要批复政策导向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新能源制氢项目（离网型优先）、源网荷储、

火电灵活性改造、全额自发自用



大基地项目进展情况-内蒙古大基地项目明细

第一批大基地：内蒙古共批复容量

2020万千瓦，其中蒙西地区800万

千瓦、蒙中地区720万千瓦、蒙东

地区500万千瓦。



大基地项目进展情况-内蒙古大基地项目明细

第二批大基地：内蒙古共批复容量1188万千瓦，蒙西570万千瓦风光基地项目开发权在蒙能

集团，其他项目属于三峡集团和华能等集团开发。

第三批大基地：内蒙古全力推进库布其、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四大沙漠地区大型

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第三批1170万千瓦项目已上报国家。



大基地项目进展情况-大基地配置典型案例

阿拉善盟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

为重点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光伏基

地建设方案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

能源局批复，拟建设400万千瓦风

电、800万千瓦光伏、20万千瓦光

热、4×100万千瓦调峰火电厂项目，

总投资额约860亿元，是阿左旗工

业投资历史最大项目。



04 光热在电力系统的支撑作用



光热在电力系统的支撑作用

光热发电是集发电和储能为一身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方式，电力输出稳定可靠、调节性能优越，可

以作为电力系统中的主力机组承担基本负荷，也

可以承担高峰负荷，可参与电力系统的一次调频

和二次调频，并能够减少电力系统对储能电站容

量的需求，在西北的电力外送通道送出端配置聚

光储热发电机组，替代煤电机组，可显著提升输

电通道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比重。光热电站是清洁

能源中具备储能功能的少数技术方案之一，有利

于风、光集中发电时出力的调节，降低风、光弃

用比例，增强电网的稳定性。



我国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已投运项目）简介

在国家能源局批复的首批 20 个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中，截至 2021 年底共有 7 个项目并网发电

（450MW）。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 2021 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这些项目均执行 1.15 

元/kWh 的上网电价。另外，国家能源局多能互补示范项目中也有一座太阳能光热电站建成投产（50MW）。

光热在电力系统的支撑作用-已投运项目情况

我国太阳能热发电项目（已投运项目）比例



吉林省：

2021年9月23日，吉西基地鲁固直流白城140万千瓦外送项目入选推荐企业评优结果公示，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牵头）、浙江中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牵头）、白城市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投

资有限公司中标本次外送项目。

光热在电力系统的支撑作用-近两年批复情况



2021年6月11日，青海省能源局印发《关于2021年市场化并网项目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通

知），明确了青海适于采取市场化并网方式建设的项目主要为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项目。并网条件主要

包括配套新增的储热型光热、新型储能、可调节负荷等灵活调节能力。综合考虑建设条件成熟度、负荷落地可

能性、储能配置比例及企业综合能力等因素，筛选确定了2021年首批市场化并网重点推进项目20个，后续由各

市发改委（能源局）对重点推进项目实施动态管理，可行性高、落实情况好的其他项目可及时更新纳入名单那，

进行滚动修订。源规模总计42.13GW、配备储能规模约5.2GW。

光热在电力系统的支撑作用-近两年批复情况



青海省：

2021年9月28日，海南基地青豫直流二期340万千瓦外送项目、海西基地青豫直流二期190万千瓦外送项目

进行了中标候选人公示。

前3个标段中均包含90万千瓦光伏+10万千瓦光热项目：1标段（海南州共和塔拉滩，光伏90万千瓦、光热

10万千瓦）；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

2标段（海南州共和塔拉滩光伏90万千瓦、海西州格尔木乌图美仁光热10万千瓦）；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

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牵头）

3标段（海南州共和塔拉滩光伏90万千瓦、海西州格尔木乌图美仁光热10万千瓦）。中国三峡新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

青海格尔木110万光伏光热一体化项目（其中光伏100万千瓦，光热10万千瓦）。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单独申报批复。

光热在电力系统的支撑作用-近两年批复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22年7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改委发布《关于印发自治区2022年第二批市场化并网新能源项目清

单有关事宜的通知》。这一清单中包含了13个储热型光热发电项目，装机1.35GW。

光热在电力系统的支撑作用-近两年批复情况



甘肃省：

2021年10月15日，甘肃省在武威、张掖、庆阳等多地举行新能源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涉及沙漠、戈壁、荒

漠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总规模达到1285万千瓦。其中风电项目26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979万千瓦、

光热项目41万千瓦。国家确认55万千瓦项目，甘肃省自行安排430万千瓦项目。“光热+风光电”一体化项目

其中2个项目采用熔盐线性菲涅耳技术路线，1个熔盐塔式技术路线，1个二次反射塔技术路线。

西藏自治区：

另外，中广核西藏分公司开发的西藏阿里地区50MW熔盐槽式太阳能供暖项目已经获取核准。

光热在电力系统的支撑作用-近两年批复情况



基地配套建设太阳能热电站建设特点：

1、以50%容量镜场方案为主

2、以长时间储能为主

3、运行模式以日间储能+夜间释能为主

4、配置熔盐电加热器回收系统内的风光余电

5、市场化项目以平价售电为主

由于以上几个建设思路的变化，现在的太阳能热发电在规划、设计等阶段面临以降低项目初投资，形成可

靠稳定的基地支撑电源、优化运行模式等新的优化设计思路，特别是在设计细节上要着重考虑稳定运行、稳定

输出，重点形成一个储热型太阳能热发电系统。

光热在电力系统的支撑作用-基地建设特点



基地配套建设太阳能热电站核心：

1、配套除了火电以外的新能源储能系统

2、较电化学储能更具有技术经济优势

3、能为电网提供稳定的转动惯量输出

4、实现了长时间储能

5、具有灵活的调节性能

6、实现了风光资源的耦合运行

光热在电力系统的支撑作用-基地建设特点



光伏装备制造 电锅炉供蒸汽、光热供蒸汽 绿氢制造

绿色交通清洁采暖
新型储能

光热在电力系统的支撑作用-产业带动



05 公司业务介绍



公司业务介绍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1958年，隶属于内蒙古能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

国家甲级电力勘测设计企业。持有工程勘察综合甲级、电力工程设计咨询甲级、国家住建部颁发的电力行业及

多个专业甲级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证书、电力工程甲级监理、环境影响评价甲级、测绘

甲级等14类资质，是电力行业甲级勘测设计、总承包企业。



公司业务介绍

• 我公司研发《槽式、

塔式太阳能光热电站

设计与优化系统》是

行业内首个自主研发

的计算软件，荣获

2014年专有技术授

权

• 我公司在太阳能热利用方面

有30+项专利正在申请或已

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

专利涵盖槽式、塔式、碟式

三种技术路线，涵盖太阳能

热发电、供热、联合供热等

领域。

• 国家级标准涵盖3大主流技术

路线：

• 《槽式太阳能光热电站设计规

范》

• 《塔式太阳能光热电站设计规

范》

• 《菲涅尔工程技术标准》

• 公司依托发电工程分公

司班底，组成近50余人

的光热设计和研发团队，

专门从事太阳能热发电

的设计和进一步研发工

作，具备承接3个太阳能

热发电项目的的勘察设

计和1个太阳能热发电项

目EPC的综合技术能力。

技术
优势

知识
产权

标准
编制

技术
团队



公司业务介绍

先后执行了蒙古国、柬埔寨、老挝、印尼、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阿联酋、土耳其、乌克兰、格鲁吉亚、

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加纳等30多个国家的国际工程项目，有大量的国际项目经验积累，对各大洲国家环境、

标准和海外项目有一套完善的流程。

发电业务板块（8项业务板块）

       火力发电项目

       风力发电项目

       光伏发电项目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项目

发电业务板块（8项业务板块）

       太阳能热发电项目

       生物质发电项目

       垃圾发电项目

       地热发电项目

业务范围：

       大型项目总体规划

       项目申请报告

       初可研、可研前期咨询

       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工作

       EPC总承包

       全过程咨询



感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