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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配套送出建设 力促解决

新能源消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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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近况 

6 月 20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0 年度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

测评价报告》1（简称“监测报告”），7 月 5 日，国家发改委在官网公开

了《关于做好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投资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我们认为，

此举体现了国家对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的高度重视，将确保可再生能源的

消纳利用。 

评论 

2020 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消纳形势整体良好，三北地区消纳量排名前。 

2020 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实际消纳量为 21613 亿度，占全社会用

电 28.8%，其中非水可再生能源 8562 亿度，占比 11.4%，同比增长 1.2ppto

青海、四川、云南可再生能源消纳量占比超过 80%，主要为西部水电大省。

青海、黑龙江、宁夏、吉林、内蒙古、甘肃、山西、北京非水可再生能源

占比超过 15%，为风光资源富集的三北地区。结合 5 月正式下发的《2021

年各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2020 年 21 省实际完成的可再生能

源消纳量、10 省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量已超过 2021 年最低目标。 

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建设放缓，特高压利用率有待提升。监测报告显

示，鲁固、灵绍、天中直流输送可再生能源电量同比下降 39%，22%，20%，

祁韶、鲁固、昭沂直流利用率在 60%左右，仍有约 40%的设计输电能力尚

未充分利用。我们认为，随着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电网配套送出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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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将成为影响未来可再生能源消纳利用的关键因素。 

允许发电企业参与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建设，有利于缓解消纳压力。

我们通过发电企业了解，由于新能源发展较快、配套电网建设滞后，部分

地区已有发电企业垫资参与送出工程投资建设。此次两部门正式在文件中

提出“允许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由发电企业建设”，同时明确电网企业可

在适当时机依法依规进行回购。虽然政策实际操作落地有待观望，但我们

认为，这表明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避免配套送出工程成为制约新能源

发展的因素。 

估值与建议 

我们认为新能源运营商仍然具有较佳的成长性，推荐吉电股份、信义

能源；同时考虑水光互补特性和传统电力加速转型，看好华能水电、华润

电力等。 

风险 

用电增速不及预期，配套送出通道建设不及时，新能源消纳受到一定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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