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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推进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
促进市场化消纳新能源的实施细则

（2022 年修订版）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电力源

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

280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全区风电光伏

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内政办发〔2022〕19号）有关

规定，为有序推动燃煤电厂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实施，加快新型

电力系统建设，提升可再生能源开发水平和利用效率，结合自治

区实际，修订《内蒙古自治区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促进市场化消

纳新能源实施细则（试行）》。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自治区自用燃煤电厂火电灵活性制造

改造，促进市场化消纳新能源建设项目。

第三条 发展原则。

坚持多能互补自主调峰。根据燃煤电厂新增调节能力，增配

新能源规模，原则上不增加系统调峰压力，新能源综合利用率不

低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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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

充分评估各类安全风险，明确应对策略，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

第二章 建设条件

第四条 开展灵活性制造改造建设市场化并网新能源的燃煤

电厂，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未在国家淘汰限制目录内，不属于国家明确要求关停

范围内的机组，不含已列为应急备用电源的机组，不含未批先建、

批建不符等机组。

（二）供电煤耗、污染物排放、水耗等指标达到国家及自治

区相关要求，机组最大可调出力应能达到并网调度协议签订的机

组最大出力（新建机组应达到铭牌值）。

（三）燃煤电厂机组寿命应与建设的新能源相适应。机组运

行年限原则上不超过20年。

第三章 建设改造标准

第五条 推进煤电深度调峰技术应用，实施火电灵活性制造

改造。燃煤机组制造改造后应符合以下标准：

1. 现役热电机组调节能力超过机组额定容量的60%；现役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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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机组调节能力超过机组额定容量的70%。

2. 核准在建热电机组调节能力超过机组额定容量的65%；核

准在建纯凝机组调节能力超过机组额定容量的75%。

3. 改造后机组调节速率、最大可调出力不低于改造前。

4. 机组在最小技术出力工况下可以连续安全稳定运行6小

时以上，机组关键零部件寿命保持在技术经济合理范围内。

第六条 机组新增调节能力按以下方法计算，应确保在新能

源全寿命周期内有效，电厂寿命不足的，须提供电厂退役后调峰

措施。配建新能源对应的新增调节能力，不再参与辅助服务市场。

（一）公用电厂。

1. 蒙西电网。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后的调节能力，减去改

造前与电网企业签订的并网调度协议中调节能力（新建机组按

50%考虑）。

2. 蒙东电网。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后的调节能力，减去当

年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认定的调节能力（新建机组按50%考

虑）。

（二）自备电厂。

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后的调节能力，减去已配置新能源对应

调节能力。鼓励自备电厂转为公用电厂。

第七条 新能源建设规模应与燃煤电厂新增调节能力相匹

配。

（一）公用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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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规模=新增调节能力/有效容量系数

有效容量系数选取范围，根据国家新能源资源区设定。对于

单一电源类型的新能源，按以下原则选取并匡算建设规模。

风电：I类资源区包括自治区除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

呼伦贝尔市以外的其他地区，风电有效容量系数0.6-0.7；II类资

源区包括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风电有效容量

系数0.55-0.65。

光伏：I类资源区包括自治区除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

呼伦贝尔市以外的其他地区，光伏有效容量系数0.7-0.8；II类资

源区包括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光伏有效容量

系数0.65-0.75。

风光两类电源组合的新能源规模有效容量系数，根据风光配

比、风光出力互补特性等因素优化测算。

（二）自备电厂。

自备电厂建设的新能源，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同时，还须满

足承担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要求，新增调节能力不足

的，按需建设储能（储能时长不低于4小时）。

自备电厂建设的新能源规模≥自备电厂近三年平均发电量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新能源合理年利用小时数

第八条 市场化并网新能源按以下模式建设。

（一）公用电厂。新能源场址与燃煤电厂应位于同一盟市。

1. 一体化模式。新能源直接接入燃煤电厂厂区变电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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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电网形成清晰的物理界面，具备厂内电源的集中调控能力。

2. 非一体化模式。新能源可就近接入区域电网、局域电网

或增量配电网，并网接入点原则上不超过2个。

（二）自备电厂。新能源原则上应接入电厂升压站或用户变

电站。

（三）接入电厂升压站的新能源，接入工程可由燃煤电厂建

设。

第九条 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配套建设的市场化并网新能

源，与燃煤电厂须按照一个法人统一经营管理。

第十条 市场化并网新能源按以下模式运行调度。

（一）公用电厂。新能源并网后，电厂重新与电网企业签订

调度协议。

1. 一体化模式。燃煤电厂可自主选择按照一个电厂由电网

一体化调度运行，统一参与市场交易；也可以由电网分开调度运

行，分别参与市场交易。

2. 非一体化模式。燃煤电厂和新能源分开调度运行，分别

参与市场交易。

（二）自备电厂。风光火运行总出力原则上不超过自备电厂

机组额定出力，不减少公网购电量。大电网缺电情况下，必须服

从电网统一调度。

（三）电网企业加快建设主动适应多能互补发展需求的新型

调度方式，实现燃煤电厂与新能源作为一个整体接受统一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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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交易结算。

（四）燃煤电厂企业要主动建设煤电与新能源多能互补的统

一运行调度平台，接受电网调度管理。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申报程序。

（一）自治区统一组织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促进市场化消纳

新能源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申报，每年四季度

组织评估，可根据需要适时调整。

（二）各盟市应统筹改造规模和时序，年度申报规模原则上

不超过本地区自用燃煤电厂总装机的 30%，按照《火电灵活性制

造改造促进市场化消纳新能源方案编制大纲》要求，组织编制本

地区《实施方案》，报自治区能源局。

（三）电网企业在确保电力供应和电网运行安全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做好火电灵活性改造时序安排

第十二条 评估审批。

（一）自治区能源局会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电网企业，

组织或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开展《实施方案》评估。

（二）自治区能源局根据评估意见批复《实施方案》。

第十三条 组织实施。

（一）各盟市承担组织实施主体责任，根据自治区批复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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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核准（备案）建设的市场化并网新能源。新能源开发

前期工作与火电灵活性改造可同步开展。

（二）燃煤电厂承担建设主体责任，按照批复的《实施方案》

和核准（备案）文件建设。火电灵活性改造原则上应于《实施方

案》审核通过后下一年度取暖期开始前完成，超出完成时限的，

方案作废，需重新申报。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完成后，取得具有

相关资质机构出具的深调性能实验报告等相关材料，由电网企业

组织验收。

（三）电网企业根据验收结果并网新能源，并重新签订并网

调度协议，明确新增调节能力为公共调峰资源。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十四条 加强监测。

（一）自治区能源局建设数字电力平台，按季分类汇总向国

家能源局报送。

（二）各盟市通过数字电力平台，按月报送《实施方案》建

设信息、运行情况等。

第十五条 强化监管。

（一）自治区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电网企业对各盟市《实

施方案》中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新能源建设运行等情况，进行

动态监测和定期预警。及时跟进建设情况，评估存在的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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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盟市要督促投资主体，主动向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

申请电力业务许可证，确保依法依规运营。

第十六条 惩戒措施。

（一）投资主体不按照批复的《实施方案》建设的，新能源

不予并网，造成的损失由企业自行承担。

（二）火电灵活性改造原则上应于下一年度取暖期开始前完

成，超出完成时限或未达到《实施方案》要求的，新能源不得并

网。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出台与本细则内

容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后，按照国

家政策执行。

附件：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促进市场化消纳新能源方案编制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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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促进市场化消纳新能源
方案编制大纲

一、概述

包括但不限于盟市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各类电源装机规

模、电源结构、电量结构和各类型电源运行和规划情况。

二、建设条件

说明电厂灵活性改造和新能源建设时序、建设用地等内容。

重点说明电厂投运时间以及近 5年运行情况，以及机组和配套设

备、锅炉、空冷系统、热网等概况描述厂用电率、供电煤耗、地

区供热情况和缺口等现状。

自备电厂须明确说明企业近 5年的购电量以及发电量。

三、机组灵活性改造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电厂灵活性改造机组及技术路线和改造效果，

重点对机组改造前后调节能力及供热能力等各项参数对比分析，

改造后机组须满足调峰需求和供热需求。

四、新能源规模

对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调峰平衡进行专题分析，包括但不限

于在主网调峰控制时刻的运行方式和运行策略，主报告只描述结

论性意见。

根据电厂调节能力和周边新能源实际出力特性进行生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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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论证新能源装机规模，测算新能源发电小时数、弃电率和孤

网年用电量相对应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等关键指标。

电厂寿命不足的，应补充电厂退役后调节措施及方案。

五、一体化模式

分析新能源的接入、调控和运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接入方

案、接入距离，投资主体和运营方式。

对一体化调控平台建设方案运行方式进行专题分析，主报告

只描述结论性意见。

六、投资估算

测算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各单项工程投资水平。

七、环境影响分析及社会效益分析

针对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的环境影响、环境保护、环境效益

和社会效益进行分析。

八、结论及建议

九、申报投资主体提供的相关支持性材料

（一）投资主体证明和新能源其他支持性材料等。

（二）信息表包括但不限于建设场所、电厂基本装机规模，

最低出力，新能源规模、发电量、弃电率和接入情况，电厂调度

协议、灵活性改造以及新能源其他支持性材料等。自备电厂须提

供缴纳政府性基金的支持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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