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为什么买了200万个绿证？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41450.html 
来源：南方能源观察

浙江为什么买了200万个绿证？

 随着能源消费总量“天花板”临近，作为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份之一的浙江，选择购买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补
充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8年度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报告》显示，浙江2018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为
826.98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5%。为了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浙江通过购买绿证增加了20亿千瓦时的消纳量。
以1个证书对应1MWh电量计算，浙江省购买的绿证数量达到200万个。

 消纳和补贴问题是国内可再生能源发展长期面临的问题，在过去的数年，国家能源局不断完善清洁能源消纳交易机
制，希望通过配额制以及“可再生能源绿色证书”交易机制解决消纳和补贴问题。

 但由于配额制缺乏强制约束力，受端省份在用电增长有限的情况下，接受外来电意味着压低本省发电机组的利用小
时，所以受端省份此前对消纳外来电普遍不积极。

 根据绿证认购平台数据，全国风电光伏绿证累计核发量已经达到2564万个，尽管核发数量惊人，但交易市场却十分
冷淡，总认购量只有3.3万个。

 浙江是目前第一个公开购买绿证补充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的省份，随着中东部省份能源用能空间趋紧，消纳外来
电将变得更有吸引力，浙江不会是唯一一个购买绿证的省份。

 拓展用能空间

 临近“十三五”末期，浙江用能空间愈发紧张。

 按照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到2020年，浙江省能源消费总量为2.199亿吨标煤，“十
三五”能耗增量控制目标为2380万吨标煤，平均下来每年只有476万吨标煤的能耗增量。

 而在2018年，浙江的能源消费总量就已经达到2.17亿吨标煤，距离“十三五”的目标值只有290万吨标煤，完成既定
目标的可能性极低。

 浙江省能源局印发的《2019年全省能源保障形势及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到，2016年至2018年全省已消费“十三五”
能耗增量指标87%，2019年部分产业项目投产后将释放能耗690万吨标煤，用能空间收窄。

 浙江省2019年形势更为严峻，能源消费总量极有可能突破2020年限值。在上述通知中，浙江提到2019年能源消费总
量将控制在2.22亿吨标煤，这已经超过《“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中浙江省2020年的目标值。

 能源消费增量有限，浙江需要从存量中拓展用能空间。浙江省发改委在去年8月印发《浙江省进一步加强能源“双
控”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18-2020年）》，根据方案，浙江省希望在2020年建立能源“双控”倒逼转型升级体
系，累计腾出用能空间600万吨标准煤以上。

 压力层层传导，地方政府切身感受到能源消费总量“天花板”带来的紧迫感。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其2018年至20
20年可用的能源消费增量只有42万吨标煤，而全市企业计划新上项目增加的用能需求达到了263万吨标煤，两者差距
悬殊。

 由于能耗总量和强度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地方政府对节能减排工作十分重视，这也是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真正
落地的关键。

 数易其稿的配额制终于在今年5月以“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新名称公布，其本质内容没有改变，即按
省级行政区域对电力消费规定应达到的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

 按照规定，省级行政区域“超额完成消纳量不计入‘十三五’能耗考核”，这是省级政府突破能源消费总量“天花
板”寻求增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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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有两种补充方式完成消纳量，第一种是向超额完成年度消纳量的市场主体购买其超额消纳
量，双方自主确定转让（或交易）价格；第二种是自愿认购绿证，绿证对应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等量记为消纳量。

 浙江购买200万个绿证折合可再生能源电量20亿千瓦时，就是采用第二种补充方式提高消纳量。

 浙江在2018年即提出，在保证2018年省外来电计划电量1351亿千瓦时基础上，力争增加省外来电120亿千瓦时以上，
区外来电总计达到1471亿千瓦时，这占到浙江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的32.5%。

 虽然提高外来电比例主要是为了弥补因控制燃煤机组煤耗带来的电力缺口，但对于浙江省，未来通过可再生能源消
纳带来的增量用能空间仍然具有吸引力。

 “模范生”的压力

 浙江省是五个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区）之一，是唯一一个东部省份，其他四个分别是四川、宁夏、甘肃、青海。
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占本省全社会用电量指标来看，浙江远低于其他四省（区），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
占比只有5.3%，仅高于四川。

2018年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区）可再生能源电力和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

 浙江成为全国首个清洁能源示范省，与2013年光伏产业形势密切相关。当时由于光伏海外市场萎缩、国内产能过剩
，浙江作为全国第二大光伏生产基地，光伏产业发展陷入困境。浙江希望通过提高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支持本
省光伏产业摆脱困境。

 根据浙江省发改委新闻通稿，2013年12月17日，浙江省时任副省长在拜访国家能源局领导时，明确要求国家支持浙
江省发展清洁能源，安排浙江省更多的光伏发电建设容量，使浙江省成为全国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示范省份。

 2014年，国家能源局下达给浙江省的光伏发电建设容量达到1200MW，规模居全国首位。

 随后浙江提出要在全国率先创建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据《浙江日报》报道，有关部门初步测算，清洁能源示范省
创建初期可形成“万亿清洁能源建设工程”，并带动“千亿清洁能源产业工程”。在2014年底召开的2015年全国能源
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局明确大力支持浙江省创建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并于近期出台《关于支持浙江省创建清洁能
源示范省的若干意见》。

 目前浙江省内非水电可再生能源中，光伏发电装机比例较高。截至到今年4月，浙江省新能源装机容量达1556.96万
千瓦，其中光伏发电1217.69万千瓦，生物质发电181.62万千瓦，风电157.23万千瓦。

 不过浙江属于三类太阳能资源区，年等效利用小时在1200—1400之间，仅依靠省内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发电量
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自2016年开始，国家能源局开始每年公布《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报告》，这份报告详细介绍了各省（
区、市）年度可再生能源电力、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以及弃风弃光情况。2017年开始，报告同时也公布了国家
清洁能源（新能源）示范省（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情况。通过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监测和评价制度，有利于
推动承担配额义务的主体采取积极措施落实可再生能源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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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送端地区解决弃风弃光弃水问题遇上受端地区压减煤炭消费的需求，实现可再生能源更大范围配置或许更值得期
待。（eo记者 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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