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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能源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是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推进绿

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

会（COP 28）是影响全球能源转型重要会议，COP 28 明确指出可再生能源

分布的地理差异是实现能源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新能源资源禀赋和用

电需求区域差异大，开展中国中长期空间精细化的新能源装机和发电潜力评

估研究，对各省新能源规划布局，精准化制定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和施工图，

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本研究以资源潜力 - 技术可开发潜力 - 装机现状 - 情景分析为主要技

术路径，开展中国 10km 分辨率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潜力评估，建立政

策情景和高速情景分析评估中国各省中长期精细化新能源装机和发电潜力

（https://newenergy.cityghg.com/）。

2023-2035 年，中国风能发电，政策情景下，南部、西北、华中地区增

幅最高，将达到 162% 以上；高速情景下，南部、华东、东北地区增幅最高，

将达到 318% 以上。

2023-2035 年，中国光伏发电，政策情景下，南部、华东、华中地区增

幅最高，将达到 162% 以上；高速情景下，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增幅最高，

将达到 270% 以上。

本研究通过精细化评估中国中长期新能源潜力，助力区域提前规划电力

存储和调度，加速能源结构低碳转型，促进高潜力地区的新能源开发，并为

各地区制定精准的新能源发展策略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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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发展新能源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是保障能源供应安

全，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系统、全面的新能源潜力评

估是风光健康、有序、高效发展的科学基础。

1. 研究背景

中国新能源进入高质量发展新

阶段，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大规模，

风、光装机占比大幅提高；二是高

比例，由能源电力消费增量补充转

换为增量主体，在能源电力消费中

的占比快速提升；三是市场化，由

补贴支撑发展转为平价低价发展，

由政策驱动发展转为市场驱动发

展；四是集中分布并行，集中式风

电建设和分布式风能资源开发并举

推进，海上风能以及工业园区、经

济开发区、公共建筑等屋顶光伏资

源均得到有效利用。

中国各地根据地区资源条件、

地理环境和区域发展策略，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新能源开发模式。东北、

华北北部及西北地区重点推进风能

和太阳能的集中式大规模开发，西

南地区统筹推进风、光与其他可再

生能源的综合开发，中东南部地区

重点推动风电和光伏发电就地就近

开发，东部沿海地区积极推进海上

风电集群化开发。

开展中国中长期精细化的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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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潜力评估研究，有利于促进新能源项目建设的优化布局、提高新能源潜力

利用率，对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实现碳中和目

标具有重要意义。

风电和光伏发电潜力评估主要基于观测数据构建数理统计模

型，考虑社会经济成本、区域规划和双碳目标，层次化、精细化、

网格化是风光发电潜力评估的重要方向。

风光新能源潜力评估研究总结

为三个阶段（图 1）：起步阶段、

发展阶段、成熟阶段。

起步阶段主要采用基于局部观

测数据统计方法和以间接代理指标

为主的模糊评估方法。风能资源

潜力较为传统且经典的评估方法是

采用气象站点或测风塔的实际观测

数据，通过统计分析与空间插值方

法有效地将实际观测数据转化为风

能、风功率等参数评估的数理统计

方法。太阳能资源潜力评估方法最

初主要是依赖于观测数据和经验系

数进行局部地区潜力评估，逐步演

化发展到采用 GIS 技术手段和机器

学习方法。

发展阶段主要采用基于气象、

地形、地理等模拟数据的统计方法

和基于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的定量评

估方法。遥感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

的深度融合，共同被应用于精确评

估区域风能以及屋顶光伏发电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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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风光发电潜力评估研究

研究。

成熟阶段主要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与空间信息系统相结

合的精准预测方法。

为了确保中国新能源未来规划布局更加精准、高效，更大程度挖掘地

方新能源发电潜力，仍需借助遥感和 GIS 技术，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模拟，

开展层次化、精细化、网格化的潜力评估工作，不仅有助于明确中国各地

风能和太阳能资源的具体分布及可开发利用量，更能为在何时何地布局新

能源项目提供有力指导，从而推动中国新能源行业健康发展。



04  05  

研究背景

开展中国中长期精细化新能源潜力评估，对各省新能源规划

布局，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设计，精准化制定碳达峰碳中和

路线图和施工图，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本研究全面梳理全国及各省风

光新能源发展规划和地区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等政策，基于全国风光资

源潜力，综合考虑地形坡度、地形

高程、人口居民区、生态红线、河

流水域以及道路交通等限制性因

素，系统评估技术可开发、可利用

的风光发电潜力。结合各省风光装

机现状以及规划发展目标，采用生

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中国中长期排

放综合评估模型（CAEP-CP）分

别评估现状（2023 年）及不同情

景下（2025-2035 年）全国范围 10 

公里网格的风光装机容量，为中国

未来新能源规划布局提供决策支

持。

开展中国中长期精细化的新能

源潜力评估，有利于支撑区域提前

布局电力存储和调度，并基于评估

现有电网的容量、扩容需求等，开

展电力基础设施规划。在政策制定

方面，可以优先考虑具有较高潜力

和效益的新能源区域和项目。设计

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激励机制，鼓励

具有新能源潜力高的区域更快速地

推进新能源项目。根据新能源发展

潜力和需求，不同区域可以制定优

先开发计划，确保资金有效使用。

在区域之间，可以基于潜力评估结

果，开展跨区域合作，设定更为明

确和切实可行的碳达峰与碳中和路

线图、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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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

2. 研究方法
2.1 技术路线

本研究从资源潜力 - 技术可开发潜力 - 装机现状 - 情景分析

开展中国 10km 分辨率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潜力评估。

风电资源潜力评估主要以风功

率作为主要量化指标，风功率密度

是用于描述特定地点或区域内的

风能资源丰富程度，数值反映气流

在单位时间内垂直通过单位截面积

的风能，单位为 W/m²。本研究风

功率数据选用 150 米高度的风功率

密度图谱数据，光伏资源潜力评估

以光能辐照度来量化光伏能源分布

（附件 1）。

技术潜力用于评估和选择适用

于风能和太阳能开发的可行技术，

包括对环境特征和风光开发制约条

件的考虑，以确定最佳的技术解决

方案。在风电技术开发方面，考虑

到技术可达性，需要排除风资源较

差区域，例如依据项目实施的经济

性，风功率小于 250W/m² 的地区

被认为是限制性开发地区，以及生

态环境保护区域和特殊海拔地区。

在光伏技术开发方面，需要排除生

态保护区域以及地形坡度大于 30

度地区。参考《一带一路国家风光

资源评估报告》中对分布式光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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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参数的估计，针对居民区域开发

屋顶光伏，其装机容量按照相同环

境条件下集中式开发装机密度的

25% 考虑。

装机现状评估旨在掌握现有新

能源资源的分布特征，对 2023 年

风能和太阳能装机空间分布以及装

机容量开展评估研究。

情景分析是根据国家及地方风

光装机发展规划、碳达峰碳中和方

案等政策（附件 2），区域历史装

机时序发展变化，考虑新能源技术

发展、能源结构调整、用电需求变

化等因素，对未来风光装机进行海

量情景分析，最终选择典型发展情

景路径。

所有数据和分析结果，都在

GIS 平台上统一为 10km 网格分辨

率（图 2）。

2.2 情景设置

政策情景：政策情景：考虑国家及地方中

长期新能源发展规划、各省份碳达

峰碳中和发展目标，新能源技术发

展成熟、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用电

需求稳定增长。

高速情景：高速情景：参考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

六次评估报告情景数据库亚洲和中

国情景数据，考虑到全球温升 1.5°

目标，结合已有研究对中国和区域

新能源发展高预期结果综合研判。

情景分析中，将历史装机数据分为训练集数据、测试集数据，在测试集

上进行模型预测，对模型参数进行反复调优，确定最佳的模拟参数及模拟方

法，以此提高情景分析模型的适配性和准确度。同时结合各省未来规划，对

情景分析结果进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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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风光发电潜力评估技术路线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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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风能发电现状 中 国 风 电 装 机 从 2015 年 的 145 GW 增 长 到 2023 年 的 441 GW

（图 3），年复合增长率为 15%。海上风电累计装机规模增长速度

3. 中国风能发电现状

中国风电装机容量逐年上升，各省份在装机容量、发电量和

总用电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各地经济活力、资源禀赋和

能源需求的多样性。 

图 3    2015-2023 年中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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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陆上风电。海上风电累计装机规模从 2015 年的 1 GW 增长

到 2023 年的 37 GW，年复合增长率为 57%。陆上风电累计装机规模

从 2015 年的 144 GW 增长到 2023 年 405 GW，年复合增长率为 14%。

2023 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44134 万千瓦，占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

量的 15%（表 1）。其中内蒙古、新疆、河北、甘肃、山东、山西、江苏、

河南等地风电装机容量最高，均超过 2000 万千瓦以上，八省累计装机容量

达到 25529 万千瓦（图 4）。

2023 年中国风电发电量达到 8090 亿 kWh，占全国总发电量（包括化石

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 9%。其中吉林、甘肃、内蒙古、黑龙江、河北等地

风力发电量最高，分别占各省总发电量的 24%、21%、17%、17%、16%。

这些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风资源，风功率密度大于 200W/m2，平均风速达到

5-6 m/s，可利用小时数在 2000 h以上，因此发电效率相对较高。吉林、内蒙古、

甘肃、宁夏、山西等地风力发电作为地区用电需求的主要来源之一，分别占

该区域全社会用电量 28%、26%、25%、20%、17%。



12  13  

中国风能发电现状

省份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发电量
（亿 kWh）

总发电量
（亿 kWh）

全社会用电量
（亿 kWh）

北京 24 1 455 1358 
天津 171 23 808 1051
河北 3141 605 3736 4757 
山西 2500 477 4376 2885 

内蒙古 6961 1271 7451 4823 
辽宁 1429 275 2203 2663 
吉林 1268 259 1098 928 
黑龙江 1127 205 1234 1184 
上海 107 23 955 1849 
江苏 2286 518 6106 7833 
浙江 584 106 4353 6192 
安徽 722 123 3336 3214 
福建 762 213 3074 3090
江西 573 118 1669 2026 
山东 2591 462 5916 7966 
河南 2178 334 3172 4090 
湖北 836 154 3013 2706 
湖南 972 199 1700 2277 
广东 1657 305 6719 8502 
广西 1267 221 2287 2449
海南 31 5 448 482 
重庆 206 38 1054 1453
四川 770 167 4713 3711 
贵州 616 120 2271 1783 
云南 1531 277 3905 2513 
西藏 18 1 137 135
陕西 1285 171 2946 2450
甘肃 2614 412 1925 1645 
青海 1185 123 874 1018 
宁夏 1464 279 2246 1387
新疆 3258 605 4912 3821 
全国 44134 8090 94564 92241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能源局、国家统计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Wind 数据库。总发电量为该省（市）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总和。

表 1    2023 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及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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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3 年中国风能装机容量（10km 网格）

注：基于遥感和 GIS 技术获得中国风电单机点源数据（约 12 万台），在 GIS 平台上统一汇

总为 10km 网格数据，并利用中国各省统计数据进行验证和校对。

中国风电设施在不同复杂地形条件下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尤其是

在适应高山、沿海、沙漠、荒漠、戈壁、农田等特殊地形的风电机组设计技

术上实现了快速突破。这一显著进步不仅推动了中国风电技术的创新发展，

还大幅提高了地区风电装机规模，从而在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同时，为

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图 5 展示不同区域典型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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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风电场

（3）辽宁锦州市凌海市风电场

（5）江苏盐城市风电场

（2）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风电场

（4）山东威海市荣成市风电场

（6）福建莆田及福州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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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宁夏吴忠市风电场 （8）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风电场

注：新疆达坂城地区和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集中风电场，依托丰富风能资源，将乡村风电

与农业融合发展，合理利用土地，扩大农业的经济附加值；辽宁锦州地区和山东威海等地

将风机修建于农田间隙中，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江苏盐城、福建莆田及福州等地在

近海部署风电，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区用电需求；宁夏吴忠以重点光伏项目作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重要抓手，积极推进国家“戈壁、沙漠、荒漠”新能源大基地建设；云南省大理白

族自治州地形复杂，植被覆盖多，成功实施了在高海拔复杂地形条件下发展高功率、高容

量新一代风电技术的创新举措。

图 5    中国 2023 年典型风电场

4.中国风电潜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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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风电潜力评估
4.1 风能资源潜力

中国的陆地风能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表现为北部地区的风能

较为丰富，而南部地区的风能相对较低（图 6）。新疆、内蒙古以及甘肃北

部地区的大部分地区都具有较高的风能资源，风功率密度大多超过 400 W/

m2。新疆东部靠近甘肃地区以及内蒙古北部的一些地区，风能资源非常丰富，

部分地区的风功率密度甚至达到 900 W/m2 以上，这些地区人口密度低、地

图 6    中国风能资源潜力 -风功率密度分布

注：风功率密度是指气流在单位时间内垂直通过单位截面积的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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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国风电技术可开发潜力

4.2 风电技术可开发潜力

技术潜力反映了在技术可达性下地区风资源发电的潜力。在实际风电资

源开发过程中，技术装机容量与技术可达性、技术成本、装机类型、风功率

密度、设备运行周期等因素直接相关。新疆、西藏、内蒙古、东北以及中国

东部沿海地区风电技术潜力最高（图 7）。我国陆上 140 米高度风能资源技

形平坦，非常适合进行集中式风能开发。虽然中国南部陆地地区的风能资源

相对较低，但南部海域却拥有出色的海上风能资源。特别是在福建省与台湾

省之间的海域，风功率密度可以达到 1000 W/m2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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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风电装机情景分析

2023-2035 年，政策情景下，南部、西北、华中地区增幅最高，

将达到 162% 以上；高速情景下，南部、华东、东北地区增幅最高，

将达到 318% 以上。

政策情景下（表 2），华北地

区风电累计装机全国最高，约占

全国 30%~34%。从区域装机增幅

来看，2023-2035 年南部地区增幅

最高，将达到 195%，其次是西北

164%、华中 162%、东北 122%、

华东 107%、华北 103%。从区域

装机年均增速来看，2023-2035 年

南部地区年均增速最大，将达到

9.4%，其次是西北8.4%、华中8.4%、

东北 6.9%、华东 6.2%、华北 6.1%。

高速情景下（表 2），2023-

2035 年南部地区增幅最高，将达

到 355%，其次是华东 326%、东北

318%、华中 310%、西北 299%、

华北 264%。从区域装机年均增速

来看，2023-2035 年南部地区年均

增速最大，将达到 13.5%，其次

是华东 12.8%、东北 12.7%、华中

12.5%、西北 12.2%、华北 11.4%。

术可开发量超过 100 亿千瓦，近海和深远海 150 米高度、离岸 200 公里以

内且水深小于 100 米的海上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为 27.8 亿千瓦，实际装

机容量利用率不足 4% 和 0.9%，未来开发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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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为按照两种情景下的各省装机容量中位数，所统计的 2023-2035 年中国

各省风电累计装机容量与增长幅度。

图 9 为 2035 年中国 10km 网格风电装机情景分析结果，未来中国风电

装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以及东部沿海等省份，该类地区

可优先大规模发展风力发电，提高地区风资源开发利用效率。

年份
装机容量（亿千瓦）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安徽
0.09

(0.083-0.097)
0.151

(0.122-0.179)
0.207

(0.161-0.272)

北京
0.003

(0.003-0.004)
0.006

(0.006-0.007)
0.009

(0.008-0.011)

福建
0.099

(0.091-0.106)
0.172

(0.118-0.225)
0.232

(0.146-0.342)

甘肃
0.351

(0.312-0.389)
0.678

(0.643-0.712)
0.897

(0.826-1.045)

广东
0.18

(0.167-0.193)
0.315

(0.22-0.41)
0.427

(0.273-0.626)

广西
0.148

(0.141-0.155)
0.253

(0.219-0.286)
0.351

(0.297-0.436)

贵州
0.083

(0.081-0.084)
0.144

(0.108-0.179)
0.194

(0.134-0.273)

海南
0.005

(0.004-0.005)
0.01

(0.009-0.011)
0.014

(0.013-0.016)

河北
0.368

(0.337-0.398)
0.64

(0.433-0.846)
0.863

(0.529-1.291)

河南
0.259

(0.246-0.271)
0.529

(0.481-0.576)
0.798

(0.783-0.878)

黑龙江
0.124

(0.114-0.134)
0.215

(0.145-0.285)
0.29

(0.176-0.435)

湖北
0.104

(0.097-0.111)
0.182

(0.129-0.235)
0.247

(0.161-0.36)

湖南
0.12

(0.112-0.128)
0.211

(0.149-0.272)
0.286

(0.186-0.416)

吉林
0.149

(0.135-0.163)
0.259

(0.171-0.346)
0.347

(0.206-0.527)

表 2    中国 2025-2035 年风电累计装机容量情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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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内上限和下限分别代表风电装机政策情景和高速情景结果，最终取值为两类

情景上万次模拟优化后选取的中位数。

年份
装机容量（亿千瓦）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江苏
0.3

(0.278-0.321)
0.524

(0.366-0.682)
0.709

(0.454-1.041)

江西
0.074

(0.069-0.079)
0.13

(0.092-0.168)
0.176

(0.115-0.256)

辽宁
0.197

(0.181-0.214)
0.337

(0.319-0.355)
0.528

(0.466-0.637)

内蒙古
0.824

(0.783-0.866)
1.151

(0.925-1.376)
1.791

(1.638-2.099)

宁夏
0.193

(0.179-0.207)
0.338

(0.235-0.441)
0.457

(0.291-0.673)

青海
0.13

(0.121-0.138)
0.228

(0.162-0.294)
0.309

(0.202-0.448)

山东
0.305

(0.281-0.328)
0.532

(0.366-0.697)
0.718

(0.451-1.062)

山西
0.309

(0.287-0.33)
0.541

(0.38-0.701)
0.732

(0.473-1.07)

陕西
0.185

(0.176-0.194)
0.316

(0.279-0.352)
0.44

(0.382-0.538)

上海
0.014

(0.013-0.015)
0.024

(0.016-0.032)
0.033

(0.019-0.05)

四川
0.087

(0.081-0.092)
0.149

(0.117-0.181)
0.204

(0.152-0.276)

天津
0.02

(0.019-0.021)
0.033

(0.022-0.044)
0.045

(0.028-0.067)

西藏
0.005

(0.004-0.005)
0.009

(0.008-0.01)
0.018

(0.015-0.022)

新疆
0.392

(0.357-0.426)
0.717

(0.643-0.791)
1.005

(0.893-1.206)

云南
0.178

(0.169-0.22)
0.268

(0.234-0.537)
0.843

(0.789-0.969)

浙江
0.072

(0.064-0.081)
0.109

(0.089-0.128)
0.162

(0.143-0.195)

重庆
0.028

(0.027-0.029)
0.048

(0.041-0.055)
0.067

(0.055-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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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个网格的累计装机容量为两种情景下多次模拟累计装机容量中位数。

图 9    2035 年中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分布

5.中国光伏发电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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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光伏发电现状

中国光伏装机从 2015 年的 43 GW 增长到 2023 年的 610 GW（图 10），

年复合增长率为 39%。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规模增长速度高于集中式光伏。

集中式、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规模从 2015 年的 37 GW、6 GW 增长到 2023 

年 355 GW、254GW，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36%、59%。

图 10    2015-2023 年中国光伏累计装机容量（GW）

2023 年全国新增光伏并网装机

容量 216 GW，累计光伏并网装机

容量达到 609 GW，新增和累计装

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2023 年中

国光伏装机容量占全国累计发电装

机容量的 21%。全国超过 20 个省

份光伏装机容量在 1000 万千瓦以

上，累计总量占到全国的 91%（表

3）。

山东光伏装机容量全国第一，

达到 5693 万千瓦，占比达到 9%，

其次是河北（9%）、江苏（6%）、

分布式

集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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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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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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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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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

37.1
67.1

100.6 123.8 141.7
189.5

6.1
10.3

29.7

50.6
62.6

78.2

198.5
234.4

354.5

157.6

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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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6%）、河南（6%）。五省

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22125 万千瓦，

累计发电量达到 701 亿 kWh（图

11）。

集中式光伏是现阶段光伏发电

的主要能源供给类型，装机规模占

到全国总装机容量的 58%。集中式

光伏装机容量最高省份是河北、新

疆和青海，分别为 3023 万千瓦、

2878 万千瓦、2521 万千瓦，三省

累积装机容量占全国集中式光伏装

机总量的 24%。

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主要分布

在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区，2023

年三省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分别为

4099 万千瓦、3094 万千瓦、2772

万千瓦，三省总装机容量占全国分

布式光伏装机总量的 39%。

2023 年中国光伏发电量达到

2940 亿 kWh，分别占全国总发电

量（包括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

全社会用电量的 3%、3%。河北、

宁夏、青海、内蒙古、新疆等地光

伏发电量最高，分别占各省总发电

量的 6%、10%、24%、3%、4%。

青海、宁夏、甘肃、贵州、山西等

地区光伏发电是地区用电需求的主

要来源之一，分别占到全社会用电

量 21%、17%、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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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发电量
（亿 kWh）

总发电量
（亿 kWh）

全社会用电量
（亿 kWh）

北京 108 2 455 1358 

天津 490 23 808 1051

河北 5416 232 3736 4757 

山西 2491 161 4376 2885 

内蒙古 2296 205 7451 4823 

辽宁 958 48 2203 2663 

吉林 460 41 1098 928 

黑龙江 565 57 1234 1184 

上海 289 5 955 1849 

江苏 3928 105 6106 7833 

浙江 3357 142 4353 6192 

安徽 3223 111 3336 3214 

福建 875 5 3074 3090

江西 1993 66 1669 2026 

山东 5693 154 5916 7966 

河南 3731 68 3172 4090 

湖北 2487 118 3013 2706 

湖南 1252 30 1700 2277 

广东 2522 89 6719 8502 

广西 1090 55 2287 2449

海南 472 20 448 482 

重庆 161 4 1054 1453

四川 574 44 4713 3711 

贵州 1644 117 2271 1783 

云南 2072 90 3905 2513 

西藏 257 7 137 135

陕西 2292 111 2946 2450

甘肃 2540 185 1925 1645 

青海 2561 212 874 1018 

宁夏 2137 232 2246 1387

新疆 3002 201 4912 3821 

全国 60949 2940 94564 92241

注：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国家统计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家电网有限公司、Wind
数据库。总发电量为该省（市）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总和。

表 3    2023 年中国各省光伏装机容量及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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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23 年光伏累计装机容量分布（10km 网格）

注：基于遥感和 GIS 技术获得中国光伏面板（15923 个小斑），在 GIS 平台上统一汇总为

10km 网格数据，并利用中国各省数据进行验证和校对。

各地区在积极响应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战略的同时，充分考虑地区地理

资源优势、地形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推动光伏发电项目发展，创新性打造

了一系列发展新模式，如“渔光互补”、“牧光互补 + 水光互补”、“农光

互补”、“屋顶光伏”，以助力地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图 12 展示

了不同区域典型光伏电站。



30  31  

中国光伏发电现状

（1）新疆博乐市光伏电站 （2）四川理塘县光伏电站

（3）西藏拉萨市光伏电站

（5）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光伏电站

（4）广西象州县光伏电站

（6）广东深圳浦江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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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徽颍上县光伏电站 （8）贵州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光伏电站

图 12    中国 2023 年典型光伏发电站

注：广东深圳浦江屋顶光伏技术，可有效利用当地优质的光伏资源，缓解土地资源紧张的

难题；四川理塘、西藏拉萨、广西象州、贵州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地形条件复杂但太阳

能资源较好，光伏发电与荒山改良综合利用结合起来，发展农光互补模式；中国漂浮式光

伏技术发展迅速，安徽颍上县“渔光互补”建设模式为典型代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

和县的两个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建立“牧光互补+水光互补”新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板”

下经济，探索出一条光伏生态园和藏羊养殖产业发展相结合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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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光伏发电潜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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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光伏发电潜力评估

6. 中国光伏发电潜力评估
6.1 光伏发电资源潜力

中国光伏资源潜力使用的图谱数据来源于 Global Solar Atlas，即典型 PV

系统可实现的电力输出（PVOUT）。该系统模拟了可用太阳能资源转化为

电力的过程，考虑了空气温度、地形地平线、反照率以及模块倾斜、配置、

遮挡、污染等影响系统性能的因素。PVOUT 是长期内每单位已安装 PV 容

量所生成的电力量（kWh/kWp）。

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南部、甘肃、内蒙古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

图 13  中国光伏发电资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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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中国光伏发电技术可开发潜力

6.2 光伏发电技术可开发潜力

光伏技术潜力评估是指在评估年份水平下剔除资源禀赋、保护区、高海

拔、高坡度以及地面覆盖物等限制因素后可以进行安装的光伏装机容量总和。

在实际太阳能资源开发过程中，光伏技术装机容量与可用面积、装机面积、

装机密度、光照辐射量等因素直接相关。在区域分布上，我国西北地区光照

辽宁、河北东南部、山东东南部、吉林西部、云南中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

部和西部以及台湾省西南部等地区的光伏发电资源潜力较大（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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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光伏装机情景分析

2023-2035 年，政策情景下，南部、华东、华中地区增幅最高，

将达到 162% 以上；高速情景下，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增幅最高，

将达到 270% 以上。

政策情景下（表 4），华北地

区光伏累计装机全国最高，约占全

国 28%。从区域装机增幅来看，

2023-2035 年南部地区增幅最高，

将达到 182%，其次是华东 178%、

华 中 162%、 华 北 155%、 东 北

114%、西北 100%。从区域装机年

均增速来看，2023-2035 年南部地

区年均增速最大，将达到 9%，其

次是华东 8.9%、华中 8.4%、华北

8.1%、东北 6.6%、西北 5.9%。

高速情景下（表 4），2023-

2035 年东北地区增幅最高，将达

到 306%，其次是华北 292%、华东

270%、西北 248%、南部 244%、

华中 216%。从区域装机年均增

资源丰富，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约占全国 60%，未来将成为光伏发电装机增

长的主要区域（图 14）。在分省维度上，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甘

肃等地区光照资源丰富、光照时间较长、技术可达性较高，技术装机潜力位

于全国前五，五省累计技术装机潜力约到全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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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来看，2023-2035 年东北地区年均增速最大，将达到 12.4%，其次是华北

12%、华东 11.5%、西北 11%、南部 10.8%、华中 10.1%。图 15 为按照两种

情景下的各省装机容量中位数，所统计的 2023-2035 年中国各省光伏累计装

机容量与增长幅度。

图 16 为 2035 年中国 10km 网格分辨率光伏装机分布，未来中国光伏装

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甘肃及东部沿海等省份，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太阳能

资源，可率先发展大型光伏发电项目，同时全国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太阳能，

提高地区太阳能资源开发效率，加快地区能源结构转型的进程。

表 4    中国 2025-2035 年光伏累计装机情景分析

年份
装机容量（亿千瓦）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安徽
0.382

(0.349-0.414)
0.649

(0.573-0.725)
0.949

(0.797-1.183)

北京
0.017

(0.015-0.018)
0.028

(0.023-0.032)
0.04

(0.031-0.053)

福建
0.108

(0.095-0.12)
0.15

(0.142-0.157)
0.224

(0.209-0.256)

甘肃
0.282

(0.272-0.292)
0.387

(0.297-0.477)
0.516

(0.308-0.779)

广东
0.294

(0.281-0.306)
0.529

(0.523-0.535)
0.789

(0.765-0.873)

广西
0.122

(0.12-0.123)
0.158

(0.14-0.175)
0.232

(0.197-0.286)

贵州
0.26

(0.246-0.273)
0.447

(0.415-0.478)
0.655

(0.585-0.78)

海南
0.06

(0.052-0.067)
0.076

(0.068-0.083)
0.109

(0.092-0.136)

河北
0.704

(0.666-0.741)
1.216

(1.133-1.298)
1.784

(1.599-2.118)

河南
0.43

(0.413-0.448)
0.765

(0.744-0.786)
1.149

(1.105-1.282)

黑龙江
0.078

(0.064-0.091)
0.126

(0.092-0.16)
0.182

(0.12-0.261)

湖北
0.27

(0.256-0.283)
0.433

(0.422-0.443)
0.638

(0.604-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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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装机容量（亿千瓦）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湖南
0.157

(0.142-0.172)
0.213

(0.211-0.214)
0.315

(0.304-0.35)

吉林
0.062

(0.049-0.074)
0.099

(0.067-0.13)
0.141

(0.084-0.213)

江苏
0.456

(0.429-0.482)
0.785

(0.725-0.844)
1.151

(1.021-1.378)

江西
0.22

(0.208-0.231)
0.379

(0.353-0.405)
0.557

(0.499-0.66)

辽宁
0.112

(0.108-0.115)
0.181

(0.159-0.202)
0.264

(0.221-0.33)

内蒙古
0.275

(0.252-0.299)
0.419

(0.312-0.526)
0.567

(0.337-0.857)

宁夏
0.26

(0.216-0.304)
0.424

(0.314-0.533)
0.61

(0.411-0.87)

青海
0.311

(0.268-0.354)
0.466

(0.311-0.62)
0.666

(0.391-1.012)

山东
0.763

(0.705-0.82)
1.303

(1.168-1.438)
1.906

(1.631-2.346)

山西
0.295

(0.265-0.326)
0.466

(0.361-0.571)
0.673

(0.479-0.932)

陕西
0.278

(0.265-0.291)
0.483

(0.454-0.511)
0.709

(0.643-0.833)

上海
0.034

(0.031-0.037)
0.054

(0.041-0.067)
0.077

(0.054-0.106)

四川
0.061

(0.059-0.063)
0.095

(0.091-0.098)
0.147

(0.135-0.17)

天津
0.056

(0.054-0.058)
0.087

(0.081-0.092)
0.133

(0.124-0.153)

西藏
0.031

(0.028-0.034)
0.046

(0.031-0.06)
0.065

(0.039-0.098)

新疆
0.379

(0.346-0.412)
0.496

(0.46-0.531)
0.78

(0.754-0.867)

云南
0.222

(0.212-0.232)
0.293

(0.279-0.302)
0.525

(0.486-0.606)

浙江
0.476

(0.463-0.488)
0.834

(0.812-0.855)
1.229

(1.16-1.395)

重庆
0.018

(0.017-0.018)
0.022

(0.021-0.023)
0.032

(0.028-0.038)

注：表中（）内上限和下限分别代表光伏发电装机政策情景和高速情景结果，最终取值为

对两类情景上万次模拟优化后选取的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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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发电潜力评估

注：每个网格的装机容量为两种情景下多次模拟的装机容量中位数。

图 16    2035 年光伏累计装机容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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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风光发电潜力评估方法
A1.1 数据来源

风光发电潜力评估数据集包括

风功率及平均风速图谱、全球水平

辐照度、生态红线、居民用地、

路网数据以及省级清洁能源装机数

据（表 A1）。其中 150 米高度的

风功率图谱是用于评估风电资源潜

力。平均风速图谱主要用于评估风

电技术发电潜力时可开发区域的选

择，以及风电潜力评估指标的构建。

名称 空间分辨率 来源

150 米高度风功率图谱数据 250m https://globalwindatlas.info/zh

150 米高度平均风速图谱 250m https://globalwindatlas.info/zh

全球水平辐照度 250m https://globalsolaratlas.info/

高程数据 250m https://srtm.csi.cgiar.org/srtmdata/

生态红线 30 m 环境规划院

居民区 30 m Open street map

路网数据 矢量 Open street map

各省清洁能源装机数据 - 国家能源局、国家电网公司

表 A1  数据来源

全国水平辐照度用于评估光伏发电

理论潜力。高程数据用于评估风光

技术潜力时所考虑的技术性因素。

生态红线、居民用地以及路网数据

是指在评估风光发电潜力时，所需

要排除的限制性因素。省级清洁能

源装机数据是用于风光设备分布现

状的关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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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风能发电
A1.2.1 风能资源潜力评估

A1.2.2 风电技术开发潜力评估

风电资源潜力是指风机在特定的风资源情况下，区域内一定高度上可利

用的风总动能（ETRWind）。为了确保风机高效运行并减少风机尾流的影响，

需要适当安排风机的排列分布。在本研究风电资源潜力计算时，在本研究风

电资源潜力计算时，参考《一带一路国家风光资源评估报告》中对风能资源

潜力得评估，定义评估区域中 100 倍扫风面积内一般只安装 1 台风能转换装

置，计算公式如下。

在风电资源潜力的基础上，排除了生态红线、居民区域、河流水域、交

通道路、风速低于 4m/s 区域、坡度大于 30°、高差大于 4000m 等限制性区

域，在技术可达性前提下，以 10km 网格为单位计算网格内的风电技术潜力

（Pecon），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econ 是指排除限制因素后的技术装机潜力，单位为 kW；nslope 是指坡

度因子，坡度数据是按照 3×3 网格分辨率所统计的全国坡度数据，并按照表

A2 坡度分类得到坡度影响因子；5MW/km2 代表经验装机密度，参考《一带

Pecon=5*nslope*Savailable  

式中，Ai 为第 i 块所选区域面积；n 为选择区域内栅格数量；Pij 为第 i 块栅

格第 j小时的风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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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国家风光资源评估报告》中对单位面积装机密度的估计，预估单位平方

千米的平坦地形区域内所允许安装最大风机容量为 5MW；Savailable 是指风电

装机的有效面积，即在 10km 网格内排除限制性因素后的可利用开发面积。

GIS 坡度（°） 坡度影响因子

0-1.7 1

1.8-3.4 0.5

3.5-16.7 0.3

16.8-30 0.15

≥30 0

表 A2    不同坡度对应的坡度影响因子

A1.2.3 风电装机情景分析

对于风电装机现状分析，基于遥感和 GIS 技术获得中国风电单机点源数

据，结合 2023 年各省实际风电装机容量，采用统计学与 GIS 技术相结合的

方法计算 10km 网格实际风电装机容量。

对于风电装机情景分析，基于政策情景、高速情景下各省风电装机规划

量，以 10km 网格单元为评价对象，从环境因素、风资源潜力、基础设施三

个方面构建风能潜力评价指标体系，依据网格指标权重大小确定优先开发区

域，以网格的风电技术潜力作为该网格的未来装机容量，并以两种情景下各

省市 2025-2035 年风电装机规划量进行约束校对。潜力情景预估以当前风电

机组技术水平进行分析，但随着未来风电技术进步，情景预测结果可能会被

低估。其中风能装机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分为陆地、海上，具体指标构建

方法如下。

（（11）陆地风电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陆地风电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陆地风能装机潜力评价指标体系一级评价指标包括环境条件、风资源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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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陆地风电潜力评价指标

力和基础设施，二级评价指标包括地形坡度、风能资源开发装机密度、平

均风速以及距离路网边界，各层级指标的权重采用 AHP 方法计算确定（表

A3）。各评价指标考虑因素如下。

a．环境因素：主要是指地形坡度，根据NASA数据中心提供的分类方式，

由于平坦的地形和较低的海拔更便于风电场的建设和日常维护，因此将平坦、

海拔低的区域作为可开发利用区域。此类地区相应权重相对较高。

b. 风资源丰富度：包括风能资源开发装机密度和年平均风速。风能资源

开发装机密度是指不同地形坡度对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装机能力的折减影响，

一般可通过设定坡度影响因子计算得到实际装机密度。装机密度越大，区域

装机容量越大。年平均风速主要用于描述区域风资源的丰富度。年平均风速

越高，风机的转动速度和发电效率越高。本报告年平均风速是指在 10km 网

格内整块区域的平均值，对于实际的复杂山地风电场会有一定程度低估。

c. 基础设施：主要是指风机距离路网边界的距离，考虑到风电装机技术

的可达性，距离主干道的距离是影响风电装机的主要因素之一。距离主干道

越远，建设风电场的难度越大，因此在选择风电设备安装区域时应考虑风机

距离基础设施的距离。

一级 权重 二级 权重
指标划分

0 1 2 3 4 5

环境
因素

0.4 地形
坡度

0.4

海面、高山和
高山群山山脉、
海拔高度大于

3000 m

- - 低山群山
山脉

低山
山脉

平坦地形，
但是其高
程低于等于

3000 m

风资
源丰
富度

0.2

装机
密度

0.1 -

平均
风速

0.1 - <= 4m/s 4 m/s – 
5 m/s

5 m/s – 
6 m/s

6 m/s –
 7 m/s >7 m/s

基础
设施

0.4 距离
路网

0.4 - 100km 以外
50 km-
100 km

40 km-
50 km

30 km-
40 km

30 km
以内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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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海上风电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海上风电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表 A4  海上风电潜力评价指标

条件 权重
指标划分

0 1 2 3 4 5

规定
条件

0.4 离岸距离
<10km - - 离岸距离：

>30km
离岸距离 : 
20km -30m

离岸距离 : 
10km -20m

装机
容量

0.3 - 归一化，输出整型。

海上
风速

0.3 小于 6m/s 将大于等于 6m/s 的风速，归一化到 0-1 并乘以 5，返回整型数据。

海上风电潜力评价指标构建，

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则：第一，根

据国家能源局和国家海洋局对海

上风电建设做出的明确规定，海上

风电场原则上应在离岸距离不少于

10 公里、滩涂宽度超过 10 公里时

海域水深不得少于 10 米。第二，

在确定海上风电场的建设优先级

时，优先考虑装机容量高，且可以

规模化应用区域。第三，海上风速

大小决定了海上风电潜力大小，直

接影响区域海上风电装机规模。因

此，从规定条件、装机容量、海上

风速三个方面构建海上风电潜力评

价指标体系（表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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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光伏发电
A1.3.1 光伏发电资源潜力评估

A1.3.2 光伏发电技术开发潜力评估

光伏发电资源潜力主要是由全球水平辐照度（GHI，Global Horizontal 

Irradiation）指标来反映，该指标是指在一个水平表面内所能接受的直接辐

射度、漫射辐照度的总和。光伏发电资源潜力计算公式如下：

对于集中式光伏装机技术潜力

计算，光伏技术装机受地形条件，

包括高程、坡度和坡向地形起伏度

等因素制约。本研究参考自然资源

部发布的《光伏发电站工程项目用

地控制指标》对不同纬度装机密度

的研究结果，选择 10MW 固定式

式中，GHI 是栅格对应的太阳能年水平面总辐照度；Ai 为第 i块栅格面积；

n 为选择区域内栅格数量。

光伏板、110KV 并网条件和 20%

发电效率的三类地形所对应的理论

装机密度（表 A5），计算 10km

网格集中式光伏技术装机容量。对

于不在此纬度范围内的光伏装机密

度计算方法，采用线性插值进行处

理。

区域类型 纬度
转化效率
（%）

10MW 110KV
（ha）

装机密度
(MW/km2)

1 18 20 10.324 97

1 20 20 10.701 93

1 25 20 11.864 84

1 30 20 13.472 74

表 A5    不同区域类型、纬度下的光伏理论装机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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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类型 纬度
转化效率
（%）

10MW 110KV
（ha）

装机密度
(MW/km2)

1 35 20 15.807 63

1 40 20 19.456 51

1 45 20 25.881 39

1 50 20 39.994 25

2 18 20 12.936 77

2 20 20 13.426 74

2 25 20 14.938 67

2 30 20 17.029 59

2 35 20 20.064 50

2 40 20 24.808 40

2 45 20 33.16 30

2 50 20 51.507 19

3 18 20 15.548 64

3 20 20 16.151 62

3 25 20 18.012 56

3 30 20 20.585 49

3 35 20 24.321 41

3 40 20 30.16 33

3 45 20 40.44 25

3 50 20 63.02 16

数据来源：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光伏发电站工程项目用地控制指标》。

对于分布式光伏装机技术潜力计算，采用 10km 单位网格内的装机面积

乘以 25% 的折减率得到有效开发利用面积，并结合单位网格装机密度计算

分布式光伏技术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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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光伏装机现状分析，基于

遥感和 GIS 技术获得中国光伏单机

点源数据，结合 2023 年各省实际

光伏装机容量，采用统计学与 GIS

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计算 10km 网格

实际光伏装机容量。

对于光伏装机情景分析，基于

政策情景、高速情景下各省光伏装

机规划量，以 10km 网格单元为评

价对象，从地理因素、排放因素、

资源潜力、基础设施等四个方面

构建光伏潜力评价指标体系，依据

网格指标权重大小确定优先开发区

域，以网格的光伏技术潜力作为该

表 A6    光伏装机潜力评价指标

一级 权重 二级 权重
指标划分

0 1 2 3 4 5
地理
因素

0.2 地形坡度 0.2 坡度 >30° - 10°-30°
其他区域

10°-30° 3°-10° 0°-3°

排放
因素

0.3 区域
碳排放

0.3 0-10 10-
10000

10000-
50000

50000-
100000

100000-
200000 > 200000

资源
潜力

0.4 技术
装机容量

0.4 - <=3.6 3.6-3.95 3.95-4.26 4.26 – 4.64 4.64 – 6.31

基础
设施

0.1 距离路网 0.1 - 100 km
以外

50 km-
100 km

40 km-
50 km

30 km-
40 km

30 km
以内的区域

限制性
因素

- - -
生态红线、
水体、高速

公路

其他
区域

- - - -

网格的未来装机容量，并以两种情

景下各省市 2025-2035 年光伏装机

规划量进行约束校对。光伏装机潜

力评价指标因素及评价指标分类，

如表 A6 所示。

光伏潜力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

标包括地理因素、排放因素、资源

潜力、基础设施，二级指标包括地

形坡度、区域碳排放、技术装机容

量以及距离路网边界。限制性因素

主要用于排除资源禀赋、保护区、

高海拔、高坡度以及地面覆盖物等

限制性区域。各层级指标的权重采

用 AHP 方法计算确定。

A1.3.3 光伏装机情景分析



52  53  

附录

附件 2 中国各省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发展政策和规划

区域 目标 政策文件

北京
2025 年太阳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280 万千瓦；
到 2030 年，太阳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500

万千瓦左右。
《北京市碳达峰实施方案》

天津
到 2025 年，风电装机规模达到 200 万千瓦，光伏

装机规模达到 560 万千瓦。
《天津市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

规划》

河北
到 2025 年，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分别达到

4300 万千瓦、5400 万千瓦。

《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

辽宁
到 2025 年风电、光伏装机规模达到 3700 万千瓦以

上。
《辽宁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黑龙江
到 2025 年风电新增装机 1000 万千瓦；到 2025 年

光电新增装机 550 万千瓦。

《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

上海
2025 年、2030 年，风电装机容量分别力争达到 260
万千瓦、500 万千瓦。2025 年、2030 年，光伏装机

容量分别力争达到 400 万千瓦、700 万千瓦。

《上海市碳达峰实施方案》、《上海
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江苏
到 2025 年，风电装机达到 2800 万千瓦以 上，光伏

发电装机达到 3500 万千瓦以上。
《江苏省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

展专项规划》

浙江

 “十四五”期间，全省新增海上风电、光伏装机
翻一番，增量确保达到 1700 万千瓦争达到 2000
万千瓦。新增光伏装机 1245 万千瓦以上，力争达
到 1500 万千瓦。海上风电，新增装机 455 万千瓦

以上，力争达到 500 万千瓦。

《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浙江省能源发展“十四五”

规划》

安徽
“十四五”期间，新增并网风电、光伏发电装机

1800 万千瓦左右，风光装机力争实现倍增。其中光
伏新增 1430 万千瓦，风电新增 388 万千瓦，

《安徽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福建
2025 年电力规划装机风电 900 万千瓦、占 10.6%，
新增 410 万千瓦；光伏装机 500 万千瓦、占 5.9%，

新增 300 万千瓦。

《福建省“十四五”能源发展专项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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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目标 政策文件

河南
到 2025 年，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 2700 万千瓦以
上；光伏发电并网容量达到 2000 万千瓦以上。

《河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湖北
新增风电装机 500 万千瓦；新增光伏发电装机 1500

千瓦。
《湖北省能源发展 “ 十四五 ” 规划》

湖南
到 2025 年全省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达到 2500

万千瓦以上。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全省
“ 十四五 ” 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开发

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广东
规模化开发海上风电，打造粤东粤西两个千万千瓦
级海上风电基地；到 2030 年，风电和光伏发电装

机容量达到 7400 万千瓦以上。
《广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广西

新增集中式光伏并网装机规模不低于 1000 万千瓦；
新增陆上风电并网装机规模不低于 1500 万千瓦。
到 2030 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7000 万千瓦左右。

《广西壮族自治区碳达峰实施方案》、
《广西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海南
到 2025 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 400 万千瓦，投产

风电装机约 200 万千瓦。
《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重庆
力争到 2025 年全市清洁能源装机规模约 2000 万千

瓦，在全市装机占比提高至 55%。
《重庆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1—2025 年）》

贵州

到 2025 年光伏、风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分别
达 3100 万千瓦、1080 万千瓦、60 万千瓦；到 2030
年光伏、风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分别提高到

6000 万千瓦、1500 万千瓦、80 万千瓦以上。

《贵州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陕西
到 2030 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8000 万千瓦以上。
《陕西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甘肃

到 2025 年，建成分布式光伏发电 350 万千瓦，全
省储能装机规模达到 600 万千瓦。风电新增装机总
投资约 1500 亿元，各类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总投

资约 1400 亿元。

《甘肃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青海 2025 年光伏发电 4580 万千瓦，风电 1650 万千瓦。 《青海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宁夏
重点依托沙漠、戈壁、荒漠、采煤沉陷区等建设一
批百万千瓦风电光伏基地；“十四五”期间，建设

1400 万千瓦光伏和 450 万千瓦风电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应对气候变化
“十四五”规划》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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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能源大数据中
心

西藏 加快发展光伏太阳能、装机容量突破 1000 万千瓦。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