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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沁东

一、新能源发展情况

内蒙古发展新能源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和条件，风能资源技

术可开发量 14.6 亿千瓦、约占

全国 57%（全国陆上风能资源

25.6 亿千瓦），太阳能资源技术

可开发量 94 亿千瓦、约占全国

21%（全国陆上太阳能资源 456

亿千瓦），属我国新能源最丰裕

的区域之一。1989 年第一个风电

项目、2008 年第一个光伏项目并

网投运以来，自治区可再生能源

发展规模显著提升，目前已形成

以风电、光伏为主，水电和生物

质发电为补充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目前内蒙古新能源开发利用

基本情况是 ：

（一）从并网规模看，发电

装机实现了快速增长

截 至 2022 年 5 月 底， 全 区

新能源装机达 5545 万千瓦，其

中风电累计装机 4054 万 kW，占

全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的 12%，

持续多年位居全国第 1 位 ；太阳

能 发 电 累 计 装 机 1446 万 kW，

占全国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

新形势下内蒙古新能源开发模式

量的 4.4%，居全国第 9 位 ；全

自治区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

总量占全国风电、太阳能装机

容 量 的 8.2%。“ 十 三 五 ” 以 来

新能源新增装机已超过煤电新增

装机，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达到

35.5%，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为

22.1%，实现了能源结构的优化。

（二）从消纳利用看，发电

量、利用小时较为充分

2021 年全区新能源发电量

1191 亿千瓦时，是全国唯一一个

突破千亿千瓦时的省区，占全区

总发电量的 19.8%，相当于 5 千

瓦时里有 1 千瓦时是风光电发出

来的。风电光伏平均利用小时数

为 2429 小时和 1563 小时，超出

全国平均水平197小时、282小时。

（三）从利用方式看，主要分

为外送和自用

自 治 区 已 建 成 5 条 跨 省 特

高压外送通道，外送能力全国

第一，新能源 2021 年外送电量

430 亿千瓦时， 5 千瓦时风光电

里有 2 千瓦时是外送给全国其他

各省市，相当于海南省一年的全

社会用电量。

（四）从开发现状看，规划

建设的项目规模较大

一是基于已建成外送输电通

道的新增配套新能源项目，在国

家第一、二批以沙漠、戈壁、荒

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

地建设项目中，内蒙古自治区

基地建设项目规模分别达 2020

万千瓦、1188 万千瓦，位居全

国第 1 位。二是用于满足区内

发展需要的保障性项目，2021

年保障性新能源并网规模 1065

万千瓦及其他存量新能源项目。

二、存在问题

自治区新能源发展成效显

摘  要 ：近年来，内蒙古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成效显著，装机规模稳居全国前

列，发电量占比稳步提升。新形势下，风电光伏已基本进入平价无补贴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仍存在

电力系统对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接网、消纳的适应性不足等制约因素。要实现到 2030 年内蒙古新能

源总装机容量达到 2 亿千瓦以上的目标，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更好发挥新能源

在能源保供增供方面的作用，助力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关键词 ：内蒙古     新能源     先立后破     通盘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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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

（一）规模集约化水平低

长期以来，国家和自治区新

能源项目开发主要采取按年度计

划分配建设规模方式，各盟市平

均分配年度建设规模，导致全区

存量项目布局分散、单体规模不

大，碎片化特征明显。

（二）新能源本地消纳空间

有限

自治区新能源资源丰富、发

展空间很大，但区内市场消纳空

间有限。同时，风电、光伏发电

具有间歇性出力的特点，需配置

一定的火电、抽水蓄能等灵活性

调节资源参与调峰，目前自治区

调峰能力有限，抽水蓄能电站仅

有 120 万千瓦，火电机组需要参

与电网深度调峰，难以满足大规

模新能源并网的需求。

（三）新能源跨地区输电、

跨省外送存在瓶颈

自治区内新能源装机与负荷

需求呈逆向分布，新能源资源丰

富的阿拉善盟、巴彦淖尔、锡林

郭勒盟、赤峰等地的新能源装机

位于电网主网架末梢，远离呼包

鄂城市群、乌兰察布、通辽市等

区内电力负荷中心，新能源跨地

区输电压力较大。此外，跨省外

送项目存在电力消纳市场落实

难、配套电网送出工程方案落实

难等问题。

三、创新新能源开发模式

“十四五”时期，可再生能

源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一是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将大幅提

升。“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

年均装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到

“十四五”末可再生能源的发电

装机占我国电力总装机的比例将

超过 50%。二是持续扩大可再

生能源消费比重。到“十四五”

末，预计可再生能源在全社会用

电量增量中的比重将达到三分之

二左右，在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

的比重将超过 50%，可再生能

源将从原来能源电力消费的增量

补充，变为能源电力消费增量的

主体。三是风电光伏将进入无补

贴时代。从今年开始，风电光伏

发展将进入平价阶段，摆脱对财

政补贴的依赖，将进一步发挥市

场在可再生能源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实现市场化发展、竞

争化发展。四是加快提升新能源

的消纳能力。“十四五”期间将

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

电力系统实现可再生能源大规模

开发，实现高水平的消纳利用，

更加有力地保障电力可靠稳定供

应，实现高质量跃升发展。

在新形势下，为促进新能源

实现高质量发展，内蒙古新能源

开发模式也将根据国家和自治区

的部署，结合内蒙古实际创新新

能源开发模式。

（一）全面摸排全区新能源资

源潜力

全面摸排全区新能源可开发

利用资源，统筹谋划、有序开

发，是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

首要前提。开展新能源资源勘查

与评价，建立可开发资源数据

库，将新能源项目的空间信息按

规定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图”，有助于新形势下新能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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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更好的落地实施，为实现

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各类空间管控

要素精准落地提供统一的规划底

板，实现“发展目标、用地指

标、空间坐标”的有序统一。全

区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进行全面

摸底，将以自治区采煤沉陷区、

露天煤矿排土场、荒漠地区、边

境地区为重点，结合地方新能源

发展规划和测风数据，建立新能

源规划设计平台，开展风电、光

伏开发潜力及利用方案研究，推

动内蒙古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

区资源开发利用。立足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发挥各地区比较优

势，统筹现有通道、即将建设通

道和点对网通道外送能力和本地

消纳能力，提出自治区风电、光

伏开发潜力及利用方案。

（二）加快推进以沙漠、戈

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建设

推进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项目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

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国家的重点

项目，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

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建

设更是“十四五”新能源发展的

重中之重。建议根据国家整体部

署，以库布齐、乌兰布和、腾格

里、巴丹吉林沙漠为重点，在内

蒙古自治区规划建设若干外送通

道。自治区将紧抓新能源发展机

遇，主动开展沙漠戈壁荒漠地区

大型风光基地研究，对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新能源、配套改扩建煤

电、通道及电源汇集送出规划方

案等进行研究论证，并开展大型

风电光伏基地配套抽水蓄能项目

开发建设模式，提高通道绿电利

用率，加快推进以沙漠、戈壁、

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建设。

（三）优先支持新能源多场

景直接利用

自治区新能源开发模式较为

单一，应用场景不足，主要还

是依靠发电卖电，在已并网新

能源装机中，近 90% 为保障性

并网项目，其余为外送项目，不

仅电网消纳和调度运行承受较大

压力，同时在牵引和带动自治区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发挥作用

不够。为加快新能源多元化场景

应用，推进市场化消纳新能源项

目建设，促进自治区产业转型升

级，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已于

2022 年 3 月 4 日 印 发《 内 蒙 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全区风

电光伏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下一步，将积极开展市

场化并网新能源项目。一是优先

支持工业园区开展新能源绿电直

供试点示范。重点组织实施工业

园区可再生能源替代、风光制氢

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等市场

化并网消纳示范项目，充分挖掘

自备燃煤电厂灵活性调节能力、

新增负荷消纳能力，发挥新能

源、负荷、储能协调互济能力，

提高园区用电清洁能源占比和工

业整体能效，探索新能源直接接

入园区用户的直供电方式。二是

推动全额自发自用新能源项目试

点示范。多场景配套新能源全额

自发自用，利用高速公路两侧边

坡，配置用于服务区充电基础设

施等新增负荷的新能源项目 ；利

用露天排土场等生态治理区域，

配置用于矿用重卡等新增矿区用

电的新能源项目 ；通过在运燃煤

电厂厂用电负荷，配置解决燃煤

电厂绿色用电的新能源项目，新

能源所发电量应由配套负荷全额

消纳。

四、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2021 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

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

础上。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具有

间歇性、波动性的特点，大规

模、高比例并网后，给电力系统

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较大挑战。

因此，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

型电力系统，是助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举措和必然要

求，也是我国实现能源安全自

主、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的必然

选择，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构建以新能源电力为

主体的坚强电网网架和灵活调节

能力

一方面，加快内蒙古电网主

网架规划建设进程，强化新能源

项目与配套电网工程同步建设投

运 ；另一方面，推动新型储能快

速发展，加大煤电机组灵活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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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抽水蓄能和光热等调节电源

的建设力度，深入挖掘需求响应

潜力，提高负荷侧对新能源的调

节能力，加快构建适应新能源占

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

（二）建设坚强灵活可靠配

电网

配电网的规划与建设对社会

经济发展和促进新能源的消纳有

着重要的影响。加大配电网建设

投入，着力提高配电网接纳分布

式新能源的能力，推动配电网扩

容改造和智能化升级，提升柔性

开放接入能力、灵活控制能力和

抗扰动能力，适应分布式电源、

微电网、柔性负荷规模化发展需

要。通过实施农村牧区电网巩固

提升工程，推进“煤改电”、绿

电替代、清洁取暖、老旧小区配

网改造等重点任务，切实提高配

电网的安全性和灵活性。

（三）加快抽水蓄能及新型储

能的快速发展

加大抽水蓄能、太阳能热发

电及化学储能项目建设力度，深

入挖掘需求响应潜力、推动新型

储能快速发展等举措，有助于全

面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和灵活

性，促进新能源高水平消纳，保

障电力可靠稳定供应。自治区将

重点围绕黄河“几字湾”、四大

沙漠、清洁能源基地，积极开展

抽水蓄能的滚动选点规划，谋划

建设大型太阳能热发电项目，

并推动新型储能快速发展，促

进“风光 + 储能”深度融合，

实现一体规划、同步建设、联合

运行，探索用户侧储能融合发展

新场景，保障新能源高效消纳利

用，全面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

和灵活性。

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了内蒙古

国家重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

要求我们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

文章，指出“要把促进新能源和

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内蒙古发展新能源，是实

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既是优化国家能源战略布局的客

观要求，也是内蒙的优势所在、

机遇所在、责任所在。我们也必

将在国家和自治区的高度重视、

高位推动下，紧紧围绕做好现代

能源经济这篇文章，牢牢把握国

家新能源的重大战略机遇，把加

快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全力谋划布局、推进

落实，在确保能源安全供应的前

提下，有效促进新能源实现高质

量发展，推动我国从能源大国向

能源强国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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