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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中国区域发展报告：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区域发展态势》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第一
本关于中国区域发展的报告，报告对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做了简要的回顾，就区域差异的变化、
各省市区的发展策略、全球化与我国的区域发展、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和区域发展、区域性基础设施
发展态势、能源供需、产业结构变化、发展模式与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做了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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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配套国家加强智能电网发展，合理调控清洁能源发展步伐在能源“十二五”规划的编制过程中
，转变能源发展思路，加快发展水电和非水电可再生能源，逐步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地位也成为主
导思路之一。
因此，大力发展以水电、风电、太阳能和核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将成为我国未来能源发展
的主导方向。
由于风能、太阳能、核电发电的特殊性，必须对其规模进行合理调控。
　　首先，由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是一种间歇性较强的电源，仅靠自身难以保持可靠供
电。
此外，大容量风电场的电力波动对于电力系统冲击很大，因此需要配套以调峰的电源建设和电网建设
，以坚强的电网作为支撑。
目前，我国风电并网容量在全国最大用电负荷中的比重平均为4.2%，但是在蒙东、吉林、冀北等我国
风电装机容量较大的地区这一占比分别为82%、28.6%、9.8%。
对于这些地区的电网运行而言，风电装机占比较高带来的运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
因此，许多地区采取了特高压电网加地区火电、水电、风电打捆外送的发展方式。
要容纳一定比例的风电规模，必须在电网内要更高比例的火电和水电，尤其在水电资源缺乏的新疆、
内蒙古西部等地区，为建设风电基地和光伏发电基地更需要配套建设更大规模的煤电基地。
因此，我国真正能够实现并网的风电、光伏发电的规模还需要取决于国家特高压电网和智能电网的技
术进步和建设情况。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发布的“绿色发展白皮书”，我国将于2020年全面建成统一的坚强智能电网。
届时，电网优化配置资源能力大幅提升，可消纳清洁能源4.9～5.7亿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电力装机容
量的比例可以达到35%。
按照2020年我国电力装机总量14亿千瓦计算，届时我国的水电、风电、光伏、核电的总装机容量可以
达到4.9亿千瓦。
由此来看，通过提高清洁能源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中的比例来实现能源结构的调整是可行的。
但是，就目前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规划和实际发展趋势看，将远远超出该规模。
根据相关资料，2020年我国的水电装机预计将增加到3亿千瓦，风电装机将增加到1.5亿千瓦，核电装
机将达到7000万千瓦，光伏发电2000万千瓦，生物质能3000万千瓦，总计达5.7亿千瓦。
届时，还可能出现有电发不出去的现象。
因此，必须根据国家电网的建设发展情况，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建设步伐进行合理调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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