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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一、 事件概述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

改价格[2019]）882号》（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 2019-2020

年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新核准项目的电价政策，以及之前核准项目

所适用的电价。 

二、 分析与判断  

集中式陆上风电十四五起平价上网，近海风电指导价定至 2021年。

此次《通知》中将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范围的 I-- IV 类资源区新增

的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2019 年指导价相较于 2018 年新增集中式

陆上风电项目标杆上网电价下调幅度分别为 15%、13%、12%和 9%，

2020年在 2019年基础上再降 15%、13%、12%、10%。近海风电项目

未来两年指导价年均降幅 6%，潮间带风电项目降幅较大。新核准风

电项目将全部由标杆上网电价改为指导价，并全部通过竞争方式确

定上网电价。竞价新政出台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缓解日益增大的补贴

压力，此外，也有倒逼行业理性发展的意图。从各省已出台风电项

目竞争配置管理办法来看，各省并非把电价作为唯一参考标准，企

业整体实力、技术方案、设备先进性、项目前期深度、接入消纳条

件等考核要素占据了较大权重，并且申报电价通常设置了基础电价

得分，降幅可控。 

陆上风电到海上风电，风电开发重心不断迁移。十二五风电开发主

战场集中在“三北”地区，以集中式开发为主，然而“三北”地区

风电的并网消纳问题日渐严重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严控

“三北”地区的新增风电建设规模。2016 年国内风电行业发展开

始放缓，新增装机同比下降 24%，进入低谷期，2016 年是我国风电

开发往东部、南部转移的突破之年，风电布局进一步优化，并且受

中东南部地形因素影响，开发方式多以分散式为主。同时 2016 年

也是我国海上风电开启了大幅增长的一年，海上风能资源丰富，同

时又不占用土地且靠近东部电力负荷中心，政策打通后已成为风机

制造商及风电运营商的竞逐之地。截至 2018 年年末，我国累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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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风电装机容量已达 445万千瓦，能源局十三五末 500万千瓦海上

风电并网目标提前实现已经没有悬念。 

近海风电国家给予了缓冲期，预计难逃抢装逻辑。相较于其余风电

项目，政策给予了近海风电项目时间上以及补贴上的缓冲期。近海

风电竞争配置上网指导价目前为所有风电项目中最高，中央层意图

保持政策稳定性，让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近海风电项目，在近两年的

重要窗口期内，实现风机技术的进步、项目运营经验的积累等，而

不宜出现大干、快上现象。但基于行业较高的补贴价格，从过往光

伏、陆上风电调价情况对行业的影响来看，预计难逃行业抢装逻辑。 

三、 投资建议  

《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文件的下发，明确了 2019-2020

年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核准项目适用的电价政策，相较于陆上风电以

及潮间带风电项目，新核准近海风电指导价调整为每千瓦时 0.8 元，

2020 年调整为每千瓦时 0.75 元，年均降幅 6%左右，政策对于尚处起

步阶段的近海风电项目呵护有加。近海风电项目具有风能资源丰富，

同时又不占用土地且靠近东部电力负荷中心的优点，将成为我国发电

行业的未来主推的发展方向之一。现阶段近海风电项目仍处于研发投

资、质量保证等基础能力建设阶段，十三五期间海上风电应注重质量

的提升，而不是规模的扩张，应避免出现大干、快上现象，重点是为

后续的规模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基于行业较高的补贴价格，从

过往光伏、陆上风电调价情况对行业的影响来看，预计难逃行业抢装

逻辑。在 2018 年底广东、江苏省大量抢核准的海上风电项目来看，如

2021 年前不能完成全部机组并网的，将不能享受 0.85 元/千瓦时（近

海风电项目）或 0.75 元/千瓦时（潮间带海上风电项目）的上网标杆电

价，预计未来两年海上风电行业将现抢装潮。受益对象除风电机组制

造商外，还有手握 2018 年前已核准海上风电项目路条的风电运营商，

推荐关注【中闽能源】、【福能股份】。 

四、 风险提示 

1、竞争性上网低价中标严重；2、指导价政策不稳定性；3、弃风率提

高。 

 
 

现价

5月24日 2018A 2019A 2020E 2021E 2018A 2019A 2020E 2021E

600163 中闽能源* 4.68 0.13 0.19 0.28 0.3 24 24 17 16 暂未评级

600483 福能股份* 7.94 0.68 0.89 1.08 1.25 13 9 7 6 暂未评级

评级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太平洋研究院（标*公司来自WIND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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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中式陆上风电十四五起平价上网，近海风电指导价定

至 2021 年 

2021年起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全面实现平价上网，符合国家计划目标。早在2014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便提出，到2020

年，风电与煤电上网电价相当。此次《通知》中将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范围的I-- IV类资

源区新增的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2019年指导价分别定为每千瓦时0.34元、0.39元、

0.43元、0.52元（含税、下同）；2020年指导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0.29元、0.34元、

0.38元、0.47元。指导价低于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销、除尘电价，

下同）的地区，以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作为指导价。2019年指导价相较于2018年新

增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标杆上网电价下调幅度分别为15%、13%、12%和9%，2020年在2019

年基础上再降15%、13%、12%、10%。 

近海风电项目未来两年指导价年均降幅6%，潮间带风电项目降幅较大。自2014年

国家发改委明确了近海风电项目标杆上网电价为0.85元/千瓦时，潮间带风电项目标杆

上网电价为0.75元/千瓦时，这一电价截至目前仍未调整。此次《通知》中将2019年符

合规划、纳入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的新核准近海风电指导价调整为每千瓦时0.8元，

2020年调整为每千瓦时0.75元，年均降幅6%左右。而新核准潮间带风电项目通过竞争

方式确定的上网电价，不得高于项目所在资源区陆上风电指导价，这相较于此前0.75

元/千瓦时的标杆上网电价，降幅较大。 

将标杆电价改为指导价，新核准项目全部通过竞争方式确定上网电价。不管是新

核准的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亦或是新核准的海上风电项目，将全部由标杆上网电价

改为指导价，并全部通过竞争方式确定上网电价。所谓的指导价，是指相应的新增风

力发电项目，不再直接以固定标杆上网电价结算，而是通过市场竞争方式确定价格，

但最高竞价上限不可超过指导价。此次发布的指导价不同于以往的标杆上网电价，它

考虑了风电行业技术进步与成本下降因素，所以指导价既是竞价的上限，也可以看作

行业指导性电价，符合可再生能源补贴退坡、平价上网不断加快的趋势。竞价新政出

台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缓解日益增大的补贴压力，此外，也有倒逼行业理性发展的意图。 

已出台风电项目竞争配置管理办法各不相同，申报电价不是唯一参考标准。截止

目前，已有江苏、山东、宁夏、广东、福建、陕西等省份出台正式、试行的关于风电

竞争配置办法或征求意见稿，其中有关风电项目竞争配置评分细则均包括企业能力、

设备先进性、技术方案、前期工作深度、接入消纳条件、上网电价6个方面， 区别主

要在各考核要素的得分权重不同，除申报电价外的企业能力、设备先进性等指标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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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60分，申报电价一般为40分。申报电价得分部分，各省通常选取标杆上网电价或者

申报电价掐头去尾后的加权平均电价为基准电价，分值为30分，再根据企业低于或高

于基准电价的情况，进行加分或者扣分，也就是说企业在基础得分的基础上去拉开差

距，降价幅度可控。通过上述各省风电竞争配置管理办法可知，各省并非把电价作为

唯一参考标准，企业整体实力、技术方案、设备先进性、项目前期深度、接入消纳条

件等考核要素占据了较大权重，并且申报电价通常设置了基础电价得分，降幅可控。 

图1：我国陆上风电上网标杆及指导电价变化情况  图2：我国近海风电上网标杆及指导电价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图3：各省风电项目竞争性配置方案考核因素一览  

  

资料来源：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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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陆上风电到海上风电，风电开发重心不断迁移 

为解弃风限电问题，风电开发重心不断迁移。1）风电集中开发时代：十二五风电

开发主战场集中在“三北”地区，截至 2017年底，全国风电累计装机 1.88 亿千瓦，

其中“三北”地区占 66.7%，然而“三北”地区风电的并网消纳问题已成为制约该地

区风电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2018 年，新疆、内蒙和甘肃三省区弃风电量合计233

亿千瓦时，占全国弃风电量的84%。为了更好地实现新能源电力的并网消纳，我国目前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严控“三北”地区的新增风电建设规模。2016 年国内风电行业

发展开始放缓，新增装机同比下降24%，进入低谷期，2016 年是我国风电开发往东部、

南部转移的突破之年，风电布局进一步优化。2）分散式风电优势体现：伴随着风电装

备技术的不断进步，原本低风速的中东南部地区也具备了经济开发价值，这些地区电

力负荷中心更近，无消纳之虞，然而这些地区多山地丘陵，开发方式多以分散式为主。

2018年被业内认为是分散式风电发展元年，该年能源局下发的《分散式风电项目开发

建设暂行管理办法》为分散式风电发展打通了政策壁垒，行业正式迎来大发展。3）海

上风电蕴含希望：十二五期间海上风电发展缓慢，随着相关规划文件的发布，从2016

年开始，海上风电开启了大幅增长模式，如今海上已经成为风机制造商及风电运营商

的竞逐之地。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累计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已达445万千瓦，能源局十

三五末500万千瓦海上风电并网目标提前实现已经没有悬念。我国尚处于海上风电发展

的初始阶段，但由于风能资源丰富，同时又不占用土地且靠近东部电力负荷中心，海

上风电会成为我国发电行业的未来主推的发展方向之一。 

图4：2009-2018年我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图5：近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及累计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中国风能协会，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风能协会，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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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海风电国家给予了缓冲期，预计难逃抢装逻辑 

相较于其余风电项目，政策对近海风电项目呵护有加。此次《通知》中将2019年

符合规划、纳入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的新核准近海风电指导价调整为每千瓦时0.8

元，2020年调整为每千瓦时0.75元，年均降幅6%左右。这相较于2021年起实行平价上

网的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参与分布式市场化交易的分散式风电项目以及通过竞争方

式确定上网电价的潮间带风电项目，政策给予了时间上以及补贴上的缓冲期。现阶段

海上风电行业仍处于研发投资、质量保证、试验投资等基础能力建设阶段，面临着大

兆瓦风机缺乏运行经验、台风多发区的运营经验尚需积累等问题，尚未到收获季节，

需要2-3年的政策稳定支持期。在这个重要窗口期内，一定要实现有质量的发展和技术

进步，加速降低建设运维的成本，尽量摆脱对财政补贴的依赖。 

近海风电补贴价目前最高，行业发展预计难逃抢装逻辑。近海风电竞争配置上网

指导价目前为所有风电项目中最高，中央层意图保持政策稳定性，让尚处于起步阶段

的近海风电项目，在近两年的重要窗口期内，实现风机技术的进步、项目运营经验的

积累等。十三五期间海上风电应注重质量的提升，而不是规模的扩张，应避免出现大

干、快上现象，重点是为后续的规模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基于行业较高的补贴

价格，从过往光伏、陆上风电调价情况对行业的影响来看，预计难逃行业抢装逻辑。

2018年5月24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2018年度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要

求2019年起，各省新增核准的海上风电项目全部通过竞争方式配置和确定上网电价。

各省均抢在2018年年底前，抛出非常大规模的海上风电核准项目，这其中抢核准最明

显的非广东莫属。据Wood Mackenzie统计，2017年广东核准了282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

2018年前三季度，广东省核准了285万千瓦项目，在最后一季度，广东海上风电项目核

准狂飙突进，核准了2531万千瓦的海上风电项目，其中1825万千瓦是核准前公示项目，

抢装的动机非常明显。而《通知》规定，对2018年底前已核准的海上风电项目，如在

2021年底前全部机组完成并网的，执行核准时的上网电价；2022年及以后全部机组完

成并网的，执行并网年份的指导价，预计未来两年行业将现抢装潮。 

四、投资建议 

《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文件的下发，明确了 2019-2020年陆上风

电和海上风电核准项目适用的电价政策，相较于陆上风电以及潮间带风电项目，新核

准近海风电指导价调整为每千瓦时 0.8元，2020 年调整为每千瓦时 0.75 元，年均降幅

6%左右，中央政策对于尚处起步阶段的近海风电项目呵护有加。近海风电项目具有风

能资源丰富，同时又不占用土地且靠近东部电力负荷中心的优点，将成为我国发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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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未来主推的发展方向之一。现阶段近海风电项目仍处于研发投资、质量保证等基

础能力建设阶段，十三五期间海上风电应注重质量的提升，而不是规模的扩张，应避

免出现大干、快上现象，重点是为后续的规模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基于行业较

高的补贴价格，从过往光伏、陆上风电调价情况对行业的影响来看，预计难逃行业抢

装逻辑。在 2018年底广东、江苏省大量抢核准的海上风电项目来看，如 2021年前不

能完成全部机组并网的，将不能享受 0.85元/千瓦时（近海风电项目）或 0.75元/千

瓦时（潮间带海上风电项目）的上网标杆电价，预计未来两年海上风电行业将现抢装

潮。受益对象除风电机组制造商外，还有手握 2018年前已核准海上风电项目路条的风

电运营商，推荐关注【中闽能源】、【福能股份】。 

五、风险提示 

1、竞争性上网低价中标严重；2、指导价政策不稳定性；3、弃风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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