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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风光”铺开全产业链
——新疆新能源产业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 耿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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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西北角，蓝天白云下，一台台风力

发电机如守望者，擎天而立，迎风转动；辽阔

戈壁上，一排排光伏板像蓝色的海洋，连绵

成片，“追光逐日”。与此相伴的，是由座座

铁塔凌空架起的“电力高速路”，将绿色电能

源源不断送入千家万户、建筑楼宇、厂矿车

间，点亮城乡万家灯火，释放澎湃发展动能。

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无限

风光”的新疆正加快风能、太阳能开发利用，

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何布局新

能源产业，充分挖掘其产业潜力？怎样锻造

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电网基础设施建

设是否保障有力？带着这些问题，经济日报

记 者 深 入 天 山 南 北 调 研 采 访 ，梳 理 其 发 展

脉络。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新能源新增并网规模占西北电网 43%，

位居西北地区第一位；新能源装机占比首次

超过 40%，占比达历史最高⋯⋯一组来自国

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的数据，展示出今年上

半年新疆新能源发展的良好势头。截至 7 月

中 旬 ，新 疆 新 能 源 装 机 容 量 已 达 5000 万 千

瓦。而在 2010 年，新疆还没有光伏发电，风电

装机容量仅为 100 万千瓦。新能源产业长足

发展的背后，是新疆立足“风光”资源优势，不

断做强做优能源产业的有力举措。

哈密是全国风资源和光资源最好的地区

之一，拥有新疆九大风区中的 3 个，总面积达

5.16 万 平 方 公 里 ，占 新 疆 风 区 总 面 积 的

66.3%；年日照规模在 3170 小时至 3380 小时，

是全国日照最充裕地区之一。在这里，戈壁

滩也被视为资源，当地利用戈壁荒漠发展新

能源产业，坚持走规模化、集约化开发之路。

借助资源优势，2011 年，新疆最大的光

伏产业园在哈密石城子落地。随后，国家电

投、中广核、华电、国华等各大电力企业纷纷

在此投资建设风电场或光伏电站。2020 年，

哈密又建成了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百万千

瓦级光伏基地。数据显示，到今年 4 月底，哈

密 新 能 源 装 机 达 1561 万 千 瓦 ，占 新 疆 的

35.8%。除哈密外，乌鲁木齐、吐鲁番、阿勒

泰地区、塔城地区等也建成了百万千瓦级新

能源集聚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

员、自治区能源局党组书记李晨阳表示，“新

疆不断加大相关政策支持力度，研究制定推

进新能源及关联产业协同发展等 4 个政策文

件，通过组合发力，更好服务企业开展项目建

设，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乘势而上，新疆一大批“追风逐日”的新

能源项目开展得如火如荼。与过去相比，许

多新建项目规模大、多种能源并建，功能更为

完善。这意味着，新能源集约化开发已延伸

到项目建设内部。

以华电昌吉木垒 105 万千瓦风光基地项

目为例，今年 6 月底，该项目实现了全容量并

网发电，不但成为新疆首个国家大型清洁能

源基地项目，还是新疆同期投产单体整装容

量最大的风光电项目。7 月中旬，刚刚并网发

电的华电新疆塔城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50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新疆第一批市场化

多能互补项目。去年底并网发电的国华景峡

西 20 万千瓦风电项目，拥有新疆目前已投运

的最大风电机组。“该项目配套 5 万千瓦/4 小

时储能项目，同时配建5万

千瓦光伏项目。

风 机 叶

轮 直 径 达 195

米 、高 110 米 ，功

率 达 6.25 兆 瓦 。”国

华 景 峡 西 风 电 场 场 长

高飞说。

预计到 2025 年，新疆新

能源并网装机有望达 11600 万

千瓦以上，超过新疆能源总装机的

一半，风光项目装机将成为新疆新增

装机的主要来源。

能源优势转化为制造优势

在新能源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新

疆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发展势头也很强劲。

在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清电硅业

年产 60GW 单晶硅拉棒切片一期 10GW 项目

正在有序建设中。“这一项目属于光伏产业链

上游，主要生产硅料、硅片，是新疆重点建设

项目——光伏硅基示范产业园项目中的一部

分。”该项目工程负责人张白玉说。

光伏硅基示范产业园项目是哈密市打造

光伏产业链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当地坚持

将新能源产业优势向上游延伸，不断推进新

能源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追风前

进”。一方面加速完善光伏产业链，清电硅

业、新疆精聚新材料、中车时代电气等企业落

地，加速推进产能；另一方面持续延伸风电装

备产业链，以金风科技、中车电机等 10 家企

业为代表的领军企业聚集，不仅实现了主体

设备本地化生产，风电装备科技水平也在稳

步提升。

哈密金风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总装厂主要

生产全新一代中速永磁系列机组，目前已形

成整机制造、零部件供应等风电装备产业集

群。“我们新扩建了年产能 500 万千瓦的二期

项目，将进一步推动哈密风电装备制造产业

提质升级。”该厂副厂长梁腾飞说。

“去年，我们在新产品研发方面取得了

新突破。”哈密中车新能源电机有限公司是

一家从事风力发电机及其配件研究、开发、

制造的企业，该公司总经理罗雄说：“落户哈

密 8 年来，我们生产的发电机产品持续迭代

升级。最新的传动系产品技术含量高、发电

效率高、综合运行成本低，今年还将进一步

升级。”

在推进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发展过程中，

哈密一方面立足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布局项

目，另一方面着眼于研发、引进先进技术建设

项目，在新能源装备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促进

了新能源产业提质和扩容，实现了“上游”带

动“下游”，拓链强链取得良好效果。如今，哈

密风电装备产业关键零部件的本地制造率已

达 70%以上，成为全国第六大风电装备制造

基地。

作为风电整机龙头企业，浙江运达风电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落户哈密。今年，他

们联合多家认证机构打造的国家能源太阳

能、风能发电系统实证技术重点实验室与国

家 风 电 技 术 与 检 测 研 究 中 心 ，即 将 在 哈 密

落成。“建成后将进一步推动新疆风电装备相

关延伸产业集群的建设，吸引更多科研机构

在哈密成立各类风电试验中心。”该公司总经

理毛兴说。

今年以来，多个标志性项目在新疆各地

相继建成投产，助力新能源装备制造茁壮成

长，将新能源产业优势不断

转化为装备制造

优势。

电网建设拉动新能源扩容

在昌吉—古泉±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送端站——昌吉换流站，数字化换流

站平台利用“智慧大脑”实现了直流设备全智

能立体巡检。“它能及时推送异常信息，准确

率达 80%以上。”换流站运行一班值长李帅

说，他们在加强设备检修、人员巡视的同时，

不断开展数字化改造，确保持续稳定送电。

作为目前全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

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工程，吉泉直流输

电工程自 2019年投运至今，日输送电量最高达

2.4亿千瓦时，是我国“西电东送”能源战略的重

要基础设施。仅今年前 5 个月，新疆新能源外

送电量就达 167.22 亿千瓦时，占比达 32.83%。

成绩的背后是电网建设的强力支撑。为让新能

源有“路”可走、“乘风”出疆，国网新疆电力不断

畅通外送通道，平均每年投运 2 座超高压变电

站，形成了“两交两直”电力外送通道。

今年 2 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个 220 千

伏风电送出工程在伊宁县正式投运。该工程

数公里外，一处风电场成为“受益者”。“一期

项目已于 2021 年年底并网发电，二期项目是

伊犁河谷规模最大的风电场，也已投用。”伊

宁县中核新能源有限公司 130MW 风电项目

执行经理张培佳说：“我们风电场的清洁电能

经由 220 千伏送出线路到达 750 千伏伊犁变

电站后，即可并网送电。”

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建设风电光伏基

地并不容易，为提供坚强的网架支撑，国网新

疆电力近年来推动配套电网工程和新能源项

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投产，确保新能

源项目“建成即并网”。根据规划，今年将建

成投产 24 项沙漠戈壁荒漠地区风电光伏送

出工程，确保新疆第一批多能互补与第二批

保障性新能源项目顺利开发、可靠送出。

不断完善电网建设，是为了铺设新能源大

规模打捆外送的“高速路”。为全力加快工程建

设，国网新疆电力还积极开辟绿色通道，采取

“班车+专车”模式，保障新能源项目本体与送

出工程建设时序匹配。今年上半年，新疆新能

源项目和配套电网投资约 363.64 亿元，完成

110 千伏及以上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 13 项，是

近 10年新能源配套工程同期投产之最。

然而，随着大批新能源项目“上线”，电网通

道建设还远远不够。为此，国网新疆电力在新

能源并网过程中大力推进数字赋能，主动开展

新能源云平台深化应用工作。“自 2020 年应用

以来，新能源云平台在新疆累计受理新能源场

站接入申请 220 个，规模超 6500 万千瓦。”国网

新能源云技术新疆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剑利说。

提高新疆大电网支撑保障能力是长远大

计。“十四五”期间，新疆电网规划投资超 1100

亿元，将推动建设哈密北—重庆±8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工程和 11 项 750 千伏清洁能源配套

工程；计划到 2025 年，构建起“内供七环网、

外送六通道”主网架格局。

“这些工程的建设投运，将进一步

建强新疆内电网东电西送、北电中送、

南北互供通道，实现新疆各地区优势

资源互补，为新疆沙

漠、戈壁、

荒 漠 地 区

风电光伏基地开发以及清洁能源消纳、外送提

供坚强的网架支撑。”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建设部副主任贾鹏说。

多管齐下用好新能源

如何存储好、利用好新能源，提高“御风”

能 力 ，是 推 进 新 能 源 发 展 绕 不 开 的 重 要 课

题。秉持“既要开发好，更要利用好”的原则，

新疆多管齐下充分利用新能源。

考虑到近年来新疆风电、光伏发电等新

能源产业大规模高比例的发展，对调节电源

的需求更加迫切，具有调峰、调频、调相、储

能、系统备用和黑启动等多种功能的抽水蓄

能，成为保障新能源电力发得出、存得住、用

得好的有效支撑。

位于阜康市的新疆首座抽水蓄能电站——

国网新源新疆阜康抽水蓄能电站于 2017 年开

工建设，设计年发电量 24.1 亿千瓦时，设计年

抽水用电量 32.13 亿千瓦时。今年 6 月，该电

站下水库已正式下闸蓄水，1 号机组启动分部

调试，为今年年底实现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奠

定基础。“电站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新疆灵活

电源比例，并对新疆电网调峰调频及系统备

用、供热期顶峰发挥重要作用，有力促进新疆

新能源规模化发展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国

网新源新疆阜康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

良平说。

正在建设中的，还有装机容量 120万千瓦

的哈密抽水蓄能电站，计划于2027年实现首台

机组并网发电；装机容量 210万千瓦的和静抽

水蓄能电站专题报告于今年 1月通过审查；若

羌抽水蓄能电站各项前期工作正有序推进⋯⋯

着眼于提升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一

大批“光伏+储能”电站、“光热储能+光伏”一

体化示范项目等新型储能项目纷纷在新疆落

地。在喀什地区莎车县光伏发电园区，中核

集团新华发电莎车 100 万千瓦光储一体化项

目近日实现全容量并网。该项目是新疆“十

四五”重点能源建设项目，装机容量为 80 万

千瓦，配套储能电站规模达 20 万千瓦/80 万

千瓦时，拥有目前中国最大的电化学储能电

站。按照每天一充一放测算，该电化学储能

电站建成投运后，每年可发 2.92 亿千瓦时电，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3 万吨，相当于用电高峰

时 50 万居民用户一个月所需电能。

既要让新能源上得了“网”，也要让新能

源下网有好去处。不断开工的新能源项目，

促进了新能源消纳模式创新。通过加大电力

市场化和深化电能替代开拓新能源消纳空

间，新疆努力让新能源内消外送“齐头并进”。

去年 9 月，新疆参与了首批次跨省区绿

色电力交易，交易绿电 1150 万千瓦时，为丰富

的可再生绿色能源打通了消纳新通道。今年

3 月，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首次组织开

展年度绿电交易，成交电量达 2435 万千瓦时，

比 2022 年绿电交易电量增长 102.92%。截至

7 月中旬，新疆 2023 年绿电交易累计成交电

量达 2.12 亿千瓦时。

为实现风电、光伏高效消纳，国网新疆电

力还积极探索推进新模式，让更多新能源有

了消纳出口。目前，位于新源县的中核新源

100 万千瓦风电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正在有

序建设中，计划年底建成投运，每年可为电网

提供清洁电能约 25 亿千瓦时。项目副经理

杨玉龙说：“作为新疆 2022 年第二批市场化并

网新能源项目，我们生产的部分清洁能源将

送至新源县工业园区增量配电网，助力工业

园区绿色能源体系建设。”

目前，新疆正积极推动绿电绿证交易，引

导全社会绿电消费，已累计组织 13 批次交易，

累计为 52 家绿电消费企业创造绿色权益价

值，为 29家平价新能源企业增加经济效益。

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太阳能和风能资源蕴藏量居全国第二

位。近年来,新疆“风光”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从这一能源大户追风逐日的过程中，可触摸到我国“风光”产业快速扩容、装机量不

断攀升的发展脉络。

随着新能源开发建设进一

步提速，新疆更加需要抓准关

键环节，在电网接入、电力消

纳、科技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

解决好“送得出”“用得上”“用

得好”等问题。

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

各地新能源开发建设步入快车

道，新增装机规模大幅增长，如

何“送得出”成为首要问题。西

北地区是我国新能源开发的

“沃土”，新疆作为国家规划建

设的“三基地一通道”与大型清

洁能源基地，提前谋划尤为重

要。目前来看，新疆应重点解

决好电网建设不协调、配网不

完善、特高压外送通道亟待扩

展等问题，为确保新能源“送得

出”铺好路。电网建设要主动

适应新能源大规模发展需求，

加强规划、提早动工，尤其是针

对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建设

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电网建

设要适当超前，推动骨干网架

向新能源基地延伸。

推动新能源开发利用，安

全稳定供应是关键，要能“用得

上”。这离不开电力系统“源、

网、荷、储”各环节的共同发力、

实现联动，一方面要加快构建

适应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

型电力系统；另一方面还要加

强储能建设，解决电网实时平

衡问题。从新疆来看，目前抽水蓄能电站、太阳能热发电

项目等储能项目处于起步阶段，还应进一步加大建设力

度；在促进电力市场化方面，应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以促进新能源实现高水平消纳。

在“用得上”的基础上，要实现“用得好”，离不开科技

创新。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并具有一

定优势的新能源产业链，但在新形势下，仍需强化创新驱

动，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中，扩大新能源开发利用。眼

下，新疆在一些新能源新型技术布局和前瞻性研究中存在

空白，应加快建立产学研一体化平台，推进建设国家级新

能源实验室，加大基础理论研究；加快推动关键基础材料、

设备、零部件等技术升级，吸引更多有实力的企业落地，完

善提升产业链建设，不断提高新能源产业整体竞争力。

新能源发展要抓关键

国网新源新疆国网新源新疆

阜康抽水蓄能电站阜康抽水蓄能电站

的 地 下 厂 房 内的 地 下 厂 房 内 ，，工工

人正在进行首台机人正在进行首台机

组转子吊装后的调组转子吊装后的调

试工作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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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华景峡西风光互补基地图为国华景峡西风光互补基地。。 冯冯 洋洋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