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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发布《〈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问答（2025 年版）》

4月 11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问答（2025

年版）》,从七个方面，包括：定义和分类 、行业管理 、备案管理、建设管理、

电网接入、项目运行 、其他，解答了常见的 73 个问题，系统性解读了从业人员

对新版管理办法的各种疑问。（查看更多）

贵州省能源局发布《贵州省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实施细则》

4月 23 日，贵州省能源局发布《贵州省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实施细则》。

文件正式明确分布式光伏上网模式：自然人户用、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可选

择全额上网、全部自发自用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可

选择全部自发自用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年自发

自用电量占发电量的比例具体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确定。（查看更多）

海南省发改委发布《关于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高质量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4 月 17 日，海南省发改委发布《关于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高质量发展有关事项

的通知》，文件提到，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

年自发自用电量占发电量的比例不低于 50%。采用全部自发自用模式，并在用户

侧加装储能设施，通过光储协同，在保证不发生反向重过载等情况下的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开展接入工作不受可开放容量限制。（查看更多）

山东省能源局发布《山东省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

稿）》

4 月 23 日，山东省能源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山东省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

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实施细则》明确发电

上网包括全额上网、全部自发自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三种模式;其中，采用自

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年自发自用电量占发电量的比例不低于 50%，年超比例上网

电量结算部分，由电网企业按本项目同年上网电量平均结算价格在次年扣除。（查

看更多）

https://www.nea.gov.cn/20250411/dca28f9186e848dda1d690d192fa50f8/c.html
https://nyj.guizhou.gov.cn/zwgk/gzhgfxwjsjk/gfxwjsjk/202504/t20250423_87568126.html
https://plan.hainan.gov.cn/sfgw/jtny/202504/cbfe50ee168043aa8bd47eedac387ab6.shtml
http://nyj.shandong.gov.cn/art/2025/4/23/art_59960_10308475.html
http://nyj.shandong.gov.cn/art/2025/4/23/art_59960_103084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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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煤电升级专项行动开启

4 月 1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印发《新一代煤电升级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2025-2027 年)》的通知，为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围绕清洁降碳、

安全可靠、高效调节、智能运行等方向进一步深化拓展煤电技术指标体系，指导

现役机组改造升级、新建机组建设运行和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文件提到，支持

现役煤电改造升级机组、新建机组和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机组与新能源实施联营，

鼓励联营的新能源项目优先并网。（查看更多）

我国风光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

2025 年一季度，我国风电光伏发电合计新增装机 7433 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

14.82 亿千瓦（其中风电 5.36 亿千瓦，光伏发电 9.46 亿千瓦），首次超过火电

装机（14.51 亿千瓦）。未来随着风电光伏装机新增装机持续快速增长，风电光

伏装机超过火电将成为常态。一季度，风电光伏合计发电量达到 5364 亿千瓦时，

在全社会用电量中占比达到 22.5%，较去年同期提高 4.3 个百分点（带动非化石

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39.8%，同比提高 4.8 个百分点）。 （查看更多）

1-3 月全光伏电池产量同比增长 18.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 年 3 月份，全国规上工业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

产量 7844 万千瓦，同比增长 23.6%；2025 年 1-3 月份，全国规上工业太阳能电

池（光伏电池）产量 17267 万千瓦，同比增长 18.5%。2025 年 3 月份，全国规上

工业太阳能发电量 41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9%；2025 年 1-3 月份，全国规上

工业太阳能发电量 113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9.5%。（查看更多）

国家能源局：3月核发绿证 1.74 亿个

国家能源局 2025 年 3 月数据显示，当月核发绿证 1.74 亿个，同比激增 9.39 倍，

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 82.26%（1.44 亿个），涉及 7.07 万个可再生能源项目；一

季度累计核发绿证 6.62 亿个，全国累计核发量达 56.17 亿个。绿证交易方面，3

月交易量 1.18 亿个，绿电交易绿证占 2187 万个，一季度累计交易 2.00 亿个。

同期，地方政策加速落地，如上海浦东推进公交全面电动化，广西、重庆等 6

地明确分布式光伏上网比例；储能领域动态频现，广东佛山开工 200MW/400MWh

项目，摩洛哥拟招标 1600MWh 系统。此外，苹果公司宣布全球运营碳排减少超

60%，全国 3 月用电量同比增长 4.8%（达 8282 亿千瓦时），新能源市场化进程

提速，政策聚焦煤电转型升级与绿证交易协同，凸显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

与市场化转型的加速趋势。（查看更多）

https://www.longi.com/cn/news/isfh-hibc-conversion-efficiency/
https://www.nea.gov.cn/20250425/148efd0ca61148148d285edd438912df/c.html
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504/t20250416_195932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1tEbARzOxuf1uNifVHAU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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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号文背景下各省分布式光伏新政对行业影响探析

2025年，分布式光伏行业在政策迭变中迎来历史性转折。国家能源局、发

改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文）（“136号文”）与《分布式光伏开发

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国能发新能规〔2025〕7号）（“《实施细则》”）终结

了“固定电价+补贴驱动”模式，确立市场在电价生成机制上的决定性地位。

从湖北首创的备案时效动态考核机制到广东推出的虚拟电厂运营补贴，从宁

夏的储能强制配建到浙江探索分布式光伏碳积分转化……各省通过差异化的政

策设计，推动形成"技术革新-市场定价-系统集成-碳电协同"四位一体的价值生态

体系。这一变革背后，既是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迫切需求，也是全球能源转型的

必然选择。本文将系统解析 136号文政策框架、各省分布式光伏新政梳理及对各

省新政对分布式光伏发展的影响。

自 2009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多项价格、财政、产业等支持性政策，促进光

伏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 2025年一季度，我国风电光伏累计装机达到 14.82

亿千瓦（其中风电 5.36亿千瓦，光伏发电 9.46亿千瓦），首次超过火电装机（14.51

亿千瓦）。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发展，新能源上网电价实行固定价格，不能充分反

映市场供求，也没有公平承担电力系统调节责任，矛盾日益凸显，亟需深化新能

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当前，

新能源开发建设成本比早期大幅下降，各地电力市场快速发展、规则逐步完善，

也为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创造了条件，136号文在这一背景下顺势推出。

136号文明确要求新能源电量全面进入电力市场交易，电价由市场形成，同

时配套建立差价结算机制，并对存量和增量项目分类施策，标志着分布式光伏收

益模型从“固定收益+补贴”转向“现货交易+绿证溢价+差价补偿”的复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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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内容

新能源上网电价全面
由市场形成

新能源（风电、太阳能发电）项目上网电量原则上全
部进入电力市场，电价由市场交易形成。新能源项目
可报量报价参与交易，也可接受市场形成的价格。

建立新能源发电机制
电价制度

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后，在市场外建立差价结算
的机制，纳入机制的新能源电价水平（“机制电价”）、
电量规模、执行期限等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级
能源主管部门、电力运行主管部门等明确。对纳入机
制的电量，市场交易均价低于或高于机制电价的部分，
由电网企业按规定开展差价结算，结算费用纳入当地
系统运行费用。

区分存量和增量项目
机制电量、电价

（1）存量项目
2025 年 6 月 1 日以前投产的新能源存量项目电量衔接
现行保障性质的相关电量规模政策，电价按现行价格
政策执行，执行期限按照现行相关政策保障期限确定。
（2）增量项目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投产的新能源增量项目每年新增纳
入机制的电量由各地根据年度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以及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确
定，机制电价由各地每年组织项目自愿参与竞价形成，
执行期限按照同类项目回收初始投资的平均期限确
定。

政策保障协同（配储、
绿证收益）

（1） 配储
新能源项目配储不再作为强制性要求；
（2）绿证收益
纳入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的电量，不重复获得绿
证收益。

自国家能源局 2025 年 1 月发布《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国

能发新能规〔2025〕7 号）以来，我国分布式光伏领域迎来政策密集期，截至 2025

年 4 月 28 日，吉林、宁夏、广东、江苏、广西、重庆、海南、山西、湖北、辽

宁、山东、贵州等 12 省市纷纷出台分布式光伏管理细则（多数为征求意见稿尚

未生效），在余电上网、结算规则及政策适用范围上呈现出灵活性，具体如下：

省份 政策文件 内容概要

吉林 吉林省能源局《关于转发
国家能源局<分布式光伏
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
的通知》

（1）2025 年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余电上
网比例不得超过 20%，自用比例需达 80%以
上，超限电量按燃煤基准电价（0.3035 元/
度）结算，且电网可拒绝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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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范围：2025 年 4 月 1 日后备案项
目，存量项目自 2026 年 1 月起执行。

贵州 贵州能源局关于公开征
求《贵州省风电光伏发电
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贵州省分布式
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自然人户用、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可选
择全额上网、全部自发自用或自发自用余电
上网模式。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可选择全
部自发自用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采用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年自发自用电量占发
电量的比例具体由电网企业结合项目实际
确定。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原则上选择全
部自发自用模式。

宁夏 宁夏发改委关于征求《宁
夏回族自治区分布式光
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实
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1）依托公共机构建设的项目，自用比例
不低于 30%；依托厂房的分布式光伏，自用
比例不低于 50%。
（2）若连续两年未达标，项目将强制转为
“全额自用”模式，切断余电上网通道。

海南 海南省发改委《关于推进
分布式光伏发电高质量
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采用自发
自用余电上网的，年自发自用电量占发电量
的比例不低于 50%。海南省光伏发展规划以
分布式为主，对电力用户负荷发生较大变化
的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暂不调整为
集中式光伏电站。

湖北 《湖北省分布式光伏发
电开发建设管理实施细
则（征求意见稿）》

工商业项目余电上网比例≤50%，超限电量
次年补结。

山西 山西省能源局《分布式光
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实
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工商业光伏，自发
自用电量占年发电量的比例应在 50%以上，
鼓励通过储能等方式优化涉网安全与电网
友好性。分布式光伏项目在取得备案手续和
电网企业出具的接入系统方案前，严禁提前
开工建设。项目备案后应尽快建成并网，并
网有效期限为一年。

江苏 江苏省能源局《关于贯彻
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开
发建设管理办法>的实施
意见（征求意见稿）》

采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的一般工商业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其自发自用电量比例
暂不作要求。

辽宁 《辽宁省分布式光伏发
电开发建设管理实施细
则(征求意见稿)》

一般工商业项目：明确余电上网比例≤50%，
要求优先保障自发自用消纳能力。

山东 《山东省分布式光伏发
电开发建设管理实施细
则（征求意见稿）》

工商业项目自发自用比例≥40%，超限电量
按 0.3 元/度结算。

广东 广东省能源局《分布式光
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

暂不限制自用比例，允许自主选择全额或余
电上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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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广西能源局《关于落实
〈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
建设管理办法〉规范项目
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

自发自用比例不低于 50%，连续三年年自发
自用电量占比低于 50%的项目，转为全部自
发自用模式。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原则上
选择全部自发自用模式。

重庆 重庆市能源局《重庆市分
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
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
稿）》

公共机构自发自用比例不低于 30%，工商业
不低于 40%。超出比例的上网电量，电网企
业可暂不予结算；对暂不结算电量，可申请
在次年可上网电量中予以补结，补结的电量
计入当年可上网电量

（一）重构行业市场格局

各省分布式光伏新政的差异化实施正在重构行业市场格局，形成显著的"政

策洼地"效应。江苏、广东等采取宽松政策的省份凭借灵活的自用比例要求和市

场化机制，正吸引大量资本聚集，逐步形成分布式光伏投资热点；而吉林、宁夏

等实施严格管控的区域，由于高自用比例要求和惩罚性结算机制，项目收益率面

临下行压力，可能导致部分中小企业被迫退出当地市场。这种区域政策差异还催

生了"跨省套利"现象，促使开发企业必须建立全国化布局能力，通过在不同政策

区域间的资源调配来优化整体投资收益。

（二）促使行业商业模式加速创新转型

各省分布式光伏新政的实施正倒逼行业商业模式加速创新转型。在高自用比

例刚性要求的政策压力下，"光伏+储能+负荷调节"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正快速普

及；同时，差价结算机制的推行促使企业从单一发电业务向涵盖能源管理、需求

响应等增值服务的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变。更为关键的是，随着绿证交易、碳积分

等新型收益渠道的开放，项目经济性评估已从单纯电价收益转向多元化价值体系，

企业必须构建包含电力交易、碳资产管理等在内的新型商业模式，才能在政策变

革中保持竞争优势。

（三）驱动行业技术迭代全面提速

各省分布式光伏新政的技术导向要求正驱动行业技术迭代全面提速。在宁夏、

山西等省份储能配建政策的引导下，光储融合技术正迎来关键突破期；湖北首创

的备案动态考核机制倒逼企业加快数字化管控系统的研发应用；而广东推出的虚

拟电厂补贴政策则有效推动了分布式能源聚合技术的商业化发展。这一轮技术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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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呈现出"储能智能化、管理数字化、运营平台化"的三大特征，不仅解决了高比

例可再生能源并网的技术瓶颈，更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标

志着分布式光伏正从单一发电技术向系统集成解决方案跨越。

结语

136 号文及各省分布式光伏配套措施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分布式光伏产业正

式迈入市场化发展的关键阶段。短期来看，政策分化可能导致部分地区装机增速

阶段性放缓，但长期将推动行业从政策依赖型向"技术+市场"双轮驱动模式转型。

未来行业发展将呈现三大趋势：一是 2026-2027 年省级政策与国家政策将进入动

态调适期，实现更高层级的政策协同；二是光伏与储能、氢能、负荷调控等技术

的深度融合将成为必然选择；三是收益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革，电力现货交易、

辅助服务和绿证碳汇等多元化收益渠道占比有望突破 50%。在此背景下，企业核

心竞争力将取决于政策响应速度、电力市场参与度和多能协同优化能力，亟需提

前布局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创新技术，方能在行业变革中抢占发展先机。

参考资料：

1、国家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

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 号文）

2、国家能源局：《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国能发新能规〔2025〕

7 号）

3、国家能源局：《〈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问答（2025 年版）》

5、江苏发改委：《关于贯彻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的实施意

见（征求意见稿）》

6、广东省能源局：《关于转发〈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征

求意见稿）》

7、湖北省能源局：《湖北省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 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

稿)》

8、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9、吉林省能源局：《关于转发国家能源局《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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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10、重庆市能源局：《重庆市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

稿）》

11、广西能源局：《关于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规范项目管

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12、贵州省能源局：《贵州省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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