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积极推进风电、 

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有关工作的通知 

发改能源〔2019〕1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经信委（工信委

、工信厅），各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内蒙古电力公

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

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国华润集团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国家开

发投资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水

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随着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化发展和技术快速进步，在资源优良、建设成本低、投

资和市场条件好的地区，已基本具备与燃煤标杆上网电价平价（不需要国家补贴）的

条件。为促进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提高风电、光伏发电的市场竞争力，现将推进

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的有关要求和支持政策措施通知如下。 

  一、开展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试点项目建设。各地区要认真总结本地区风电

、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经验，结合资源、消纳和新技术应用等条件，推进建设不需要国

家补贴执行燃煤标杆上网电价的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试点项目（以下简称平价上

网项目）。在资源条件优良和市场消纳条件保障度高的地区，引导建设一批上网电价

低于燃煤标杆上网电价的低价上网试点项目（以下简称低价上网项目）。在符合本省

（自治区、直辖市）可再生能源建设规划、国家风电、光伏发电年度监测预警有关管

理要求、电网企业落实接网和消纳条件的前提下，由省级政府能源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本地区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有关项目不受年度建设规模限制。对于未在规

定期限内开工并完成建设的风电、光伏发电项目，项目核准（备案）机关应及时予以

清理和废止，为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让出市场空间。 

  二、优化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投资环境。有关地方政府部门对平价上网

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在土地利用及土地相关收费方面予以支持，做好相关规划衔接，

优先利用国有未利用土地，鼓励按复合型方式用地，降低项目场址相关成本，协调落

实项目建设和电力送出消纳条件，禁止收取任何形式的资源出让费等费用，不得将在

本地投资建厂、要求或变相要求采购本地设备作为项目建设的捆绑条件，切实降低项

目的非技术成本。各级地方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可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出台一定时期内的

补贴政策，仅享受地方补贴的项目仍视为平价上网项目。 

  三、保障优先发电和全额保障性收购。对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

网项目，电网企业应确保项目所发电量全额上网，并按照可再生能源监测评价体系要

求监测项目弃风、弃光状况。如存在弃风弃光情况，将限发电量核定为可转让的优先

发电计划。经核定的优先发电计划可在全国范围内参加发电权交易（转让），交易价

格由市场确定。电力交易机构应完善交易平台和交易品种，组织实施相关交易。 

  四、鼓励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通过绿证交易获得合理收益补偿。风电、

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可按国家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管理机制

和政策获得可交易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以下简称绿证），通过出售绿证获得

收益。国家通过多种措施引导绿证市场化交易。 

  五、认真落实电网企业接网工程建设责任。在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和低

价上网项目规划阶段，有关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要督促省级电网企业做好项目接网方案

和消纳条件的论证工作。有关省级电网企业负责投资项目升压站之外的接网等全部配



套电网工程，做好接网等配套电网建设与项目建设进度衔接，使项目建成后能够及时

并网运行。 

  六、促进风电、光伏发电通过电力市场化交易无补贴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会同有关单位组织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工作。鼓励在国家组织实

施的社会资本投资增量配电网、清洁能源消纳产业园区、局域网、新能源微电网、能

源互联网等示范项目中建设无需国家补贴的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并以试点方式开展

就近直接交易。鼓励用电负荷较大且持续稳定的工业企业、数据中心和配电网经营企

业与风电、光伏发电企业开展中长期电力交易，实现有关风电、光伏发电项目无需国

家补贴的市场化发展。 

  七、降低就近直接交易的输配电价及收费。对纳入国家有关试点示范中的分布式

市场化交易试点项目，交易电量仅执行风电、光伏发电项目接网及消纳所涉及电压等

级的配电网输配电价，免交未涉及的上一电压等级的输电费。对纳入试点的就近直接

交易可再生能源电量，政策性交叉补贴予以减免。 

  八、扎实推进本地消纳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建设。接入公共电网在本省

级电网区域内消纳的无补贴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由有关省

级能源主管部门协调落实支持政策后自主组织建设。省级电网企业承担收购平价上网

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的电量收购责任，按项目核准时国家规定的当地燃煤标杆上网电

价与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单位签订长期固定电价购售电合同（不少于20年），不要求

此类项目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就近直接交易试点和分布式市场交易除外）。 

  九、结合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建设推进无补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利用跨省

跨区输电通道外送消纳的无补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在送受端双方充分衔接落实消

纳市场和电价并明确建设规模和时序后，由送受端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

鼓励具备跨省跨区输电通道的送端地区优先配置无补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按受端

地区燃煤标杆上网电价（或略低）扣除输电通道的输电价格确定送端的上网电价，受

端地区有关政府部门和电网企业负责落实跨省跨区输送无补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的

电量消纳，在送受端电网企业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与风电、光伏发电企业签订长期固

定电价购售电合同（不少于20年）。对无补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要严格落实优先上

网和全额保障性收购政策，不要求参与跨区电力市场化交易。 

  十、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国家开发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根据国

家新能源发电发展规划和有关地区新能源发电平价上网实施方案，合理安排信贷资金

规模，创新金融服务，开发适合项目特点的金融产品，积极支持新能源发电实现平价

上网。同时，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发电项目及相关发行人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融资

，并参考专项债券品种推进审核。 

  十一、做好预警管理衔接。风电、光伏发电监测预警（评价）为红色的地区除已

安排建设的平价上网示范项目及通过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外送消纳的无补贴风电、光伏

发电项目外，原则上不安排新的本地消纳的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鼓励橙色

地区选取资源条件较好的已核准（备案）项目开展平价上网和低价上网工作；绿色地

区在落实消纳条件的基础上自行开展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建设。 

  十二、动态完善能源消费总量考核支持机制。开展省级人民政府能源消耗总量和

强度“双控”考核时，在确保完成全国能耗“双控”目标条件下，对各地区超出规划

部分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不纳入其“双控”考核。 

  请各有关单位按照上述要求，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

项目建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主管部门应将有关项目信息报送国家能源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及时公布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名单，协调

和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相关支持政策的落实工作。 

  对按照本通知要求在2020年底前核准（备案）并开工建设的风电、光伏发电平价

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在其项目经营期内有关支持政策保持不变。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将及时研究总结各地区的试点经验，根据风电、光伏发电的发展状况

适时调整2020年后的平价上网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2019年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