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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打造国家级绿色清洁新能源基地的思考与建议

一、发展现状

 “十三五”以来，内蒙古电

力能源得到了长足发展，初步形

成了煤电、风电、光电、水电相

互补 济、 多轮驱动、 并驾齐 驱

的新格局，是国家能源发电的重

要基地。据 2019 年统计，内蒙

古电力总装机容量达 13049 万千

瓦，排名全国第三位，其中风电

并网装机容量 3007万千瓦，排

名全国第一，太阳能 1081 万千

瓦，排名全国第七。全区风电发

电 量 666 亿千瓦 时， 位 居 全 国

第一 ；太阳能发电量 163 亿千瓦

时，位居全国第三。 风能、太阳

能发电在全区节能减排中发挥出

重要作用。风、光发电年节约发

电用水 2.36 亿 立方米、发电标

准煤量 2505 万吨，减少碳排放

7000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 2.16

万吨、氮氧化物排 放量 2.08 万

吨、烟尘排放量 0.5 万吨。

内蒙古绿色清洁能源风能、

太阳能资源具有独特开发利用的

优势和价值，是大规模发展内蒙

古绿色清洁能源电力不可多得的

战略资源。一是风能资源富集，

取之不尽，发电潜能无限。内蒙

古十米高度风能资源量 8.98 亿千

瓦，可利用有效风能量每平方米

400—2480 千瓦时，年平均风能

功率每平方米约 100—320 千瓦

时，年均风速每秒 6 米以上的地

区面积约占内蒙古总面积的 60%

左右，年风能有效利用小时约在

4380—7800 小时，年风能资源可

利用率 60%—90%。目前，技术

可开发利用十米高度风能资源量

在 1.5 亿千瓦左右，占全国可开

发利用资源总量的 50% 左右，位

居全国首位。风能资源富集，且

品质具有连续性强、稳定性好、

有效风速持续时间长的优势，在

大漠、沙地、草原以及 4200 公

里边境线上，风资源更具有品质

清洁、无盐雾和腐蚀性物质浸入

特点，也没有台风等灾害性的侵

袭，是建设规模化风电基地不可

多得的天赐资源。二是太阳能资

源富足，日照时间长，光能取之

不尽。内蒙古太阳能年日照时间

在 2517—3277 小时，每平方米太

阳能辐射量 4800—6400 焦耳。

太阳能资源仅次于西藏，位居全

国第二位。

二、思考与建议

依据内蒙古风能太阳能绿色

清洁能源发电现状和“十四五”

能源发展取向，提出以下建议。

（一）切实转变观念，提高

思想认识

各级干部群众和农牧民应

转变 观 念，提高认识，把 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内

蒙古提出“要把现代能源经济这

篇文章做 好”的指示上 来。习

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指示，为

内蒙古更大规模地建设清洁新

能源基地，指明了前进方向。在

“十四五”时期，内蒙古要以“借

东风”的战略思维，抢抓战略机

遇，抢先占领新能源高地，以水

资源量来确定内蒙古能源发展方

向、发展目标、发展任务和建设

规模。从思想和行动上保持战略

定力，牢固树立新能源“四个革

命、一个合作”的意识，把思想

和行动落实到大力推进绿色清洁

新能源建设上来。自治区有关部

门和新闻媒体要联袂打造一批既

有科学知识、又是喜闻乐见的蒙

汉语宣传手册和“VCR”视频，

线上线下加大宣传、播报频率，

扩大宣传范围，科学有效地教育

引导基层干部和农牧民群众转变

观念，树立风能、太阳能发电意

识，积极支持绿色清洁新能源建

设。

 （二）要科学编制规划

“十四五”期间，内蒙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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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 进风能、太阳能清洁能

源电力建 设 进程，打造一批高

科 技、 数 字 化、 云 计 算、 现代

化的发电基地。在编制内蒙古

“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

划的同时，要因地制宜地编制好

电力能源规划，着重把风能、太

阳能发电从主力电源提升到替代

电源。能源电力发展规划，要以

满足区内外市场需求，以节能减

排、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为

目标，调整内蒙古以煤电为主的

电源结构，火电装机容量应控制

在 1 亿千瓦以内，要科学开发、

合理利用风能、太阳能资源，优

化配置能源结构，达到风能、太

阳能高效利用、高质量发展的目

的。应把电力能源规划纳入自治

区及国家“十四五”规划及其中

长期发展规划，为构建内蒙古新

能源基地夯实基础。

（三）要科学合理地打造风

能、太阳能基地

 “十四五”期间，内蒙古再

投入 1800 亿元，其中风电 1500

亿元，太阳能 300 亿元。新增风

电并网装机容量 3200 万千瓦，

总装机容量应在 6500 万千瓦左

右，比“十三五”增长近一倍，

年发电量 1724 亿千瓦时，增加

963 亿千瓦时，增长 1.3 倍 ；新增

太阳能并网装机容量 1000 万千

瓦，比“十三五”增长 83%，年

发电量 363 亿千瓦时，新增 163

亿千瓦时，增长 82% ；风电上网

电量占全区全社会用电量比例由

“十三五”的 20% 增长到 36%，

太阳能上网电量全区全社会用电

量比例由“ 十三 五” 的 5.3% 增

长 7.6%。 要认 真 落 实“ 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牢牢把握“一带

一路”机 遇，科学 利用风、光

资源优势，把清洁能源发电做大

做强。在阿拉善、巴彦淖尔、包

头、 乌兰察 布、 锡 林 郭 勒、 兴

安、呼伦贝尔等盟市边境线上，

建设一批集中风电项目 ；在呼和

浩特、乌海、兴安、通辽、赤峰

等盟市建设分布式风电项目 ；要

大力推广鄂尔多斯生态治沙太阳

能发电经验，在乌兰布和、腾格

里沙漠，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

沙地、戈壁区域大力发展和建

设一批集中连片太阳能项目 ；在

包头、乌海等盟市的煤炭、有色

金属采空区建设和发展一批集

中连片太阳能发电项目。力争在

“十四五”期间，把内蒙古的阿

拉善、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鄂

尔多斯、呼伦贝尔、巴彦淖尔、

包头、赤峰、兴安、通辽等盟市

打造成国家级风电、太阳能发电

基地，把内蒙古建成世界级风

能、太阳能绿色清洁新能源基地。

（四）要进一步理顺体制

一是自治区政 府能源管理

和监管部门，应以能源“四个革

命”为先导，保持改革定力，科

学合理建立和完善清洁能源的管

理体制，进一步理顺与国家电管

部门、电力监管部门的管理、协

调和服务关系 ；二是坚持问题导

向，优化电网资源和风、光资源

配置，为企业解决好限电弃风问

题，重点解决好风电供热项目限

电弃风等问题，不断扩大供热范

围和面积。恳请自治区政府及有

关部门出面与国家电网协商，内

蒙古电网 500 千伏变电站，就近

接入特高压电网。这样既可协调

解决内蒙古的用电余缺，又可提

高特高压电网的安全性和电能的

补充。为加快基地建设，建议自

治区政府继续向国家争取建设西

起阿拉善东至海拉尔的电力大通

道—— 特高压 工程，这样既可

以解决自治区内电力余缺调配，

又可以与周边外省区调剂电力余

缺，为国家电力大联网奠定基

础。自治区有关部门应积极向国

家申请，在内蒙古建设的火电外

送项目中，应给地方预留 10%—

15% 用电量指标，切实解决好内

蒙古有关盟市的用电问题 ；三是

自治区应切实加强能源“双控”

和“双替代”的工作。自治区有

关部门及电力企业应认真贯彻

落实好国家能源局国能新能发〔

2016〕378 号、内蒙政 府内政 发

〔2016〕61 号、内政办发〔2015〕

25 号、内经信电力字〔2016〕448

号 和 内 发 改 能 源 字〔2017〕273

号文件精神，强化巡视、督查力

度，切实把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同时，自治区有关部门应尽快制

定、出台城镇建筑太阳能分布式

发电项目接入电网的政策措施，

推进城镇微电网建设进程，积极

支持向电网末端提供电能补充。

“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电

力能源应大力推进绿色清洁的风

能、太阳能发电建设进程，打造

一批高质量、现代化新能源的国

家级基地。这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伟业，也是推进内蒙古经

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利器。

 （作者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电

机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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