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快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目标，近日南海区政府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推动分布式光伏智
能化、规模化开发应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促进光
伏发电在绿色工业、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农业等领域的应用，
奋力打造全省绿色发展的“南海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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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出台推动分布式光伏智能化、规模化开发应用实施方案

奋力打造绿色发展的“南海样板”

早在2021年6月，国家能源

局发布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政策，

极大促进了分布式光伏的发展。

南海此次发布的《实施方案》

创新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模式，指

定具有光伏投资建设经验的南海

区国资企业——佛山市南海富电

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南海富电公

司）统一完成南海区内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国

有企业等公共建筑屋顶的开发和

运营，实行统一资源摸排、统一开

发、统一管控。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由南海

富电公司牵头建设南海区光伏智

慧监管平台，实现区内分布式光伏

项目建设全过程监控、运行智慧化

监测及绿电资源的全景化展示，打

造光伏项目全生命周期监管模式。

目前，南海富电公司已经开始

南海区内公共建筑屋顶光伏的投

资建设工作。此外，该公司通过和

南方电网互联网公司合作，开发建

设了全省首个区域光伏智慧监管

平台，实现南海光伏资源全域普

查、项目建设全过程管控、项目运

行智能化监测、绿电减碳全景化展

示，现阶段已完成区内大型存量光

伏项目的数据接入，不仅降低南海

区政府对“双碳”工作落地的管控

难度，同时推动南海区智慧光伏建

设工作“落地生根”。

南海富电公司负责人透露，目

前正配合南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开

展区内屋顶资源的摸排工作，接下

来将按照摸排结果择点进行实地

考察，再根据考察结果采取先易后

难的方式分时段、分批次具体推进

项目的实施。富电公司将积极把

握此次机会，并以此为契机做强、

做优、做大新能源产业，为推动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打

造全省绿色发展的“南海样板”展

现国企担当。

南海此次出台推动分布式光

伏智能化、规模化开发应用实施方

案，鼓励企业特别是重点用能企

业、大型的工业厂房加快应用光

伏发电设施。

按照方案要求，现有工业企

业屋顶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

或年综合能耗1000吨标准煤以

上，或年用电量500万千瓦时以

上，在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前提

下，原则上要配套建设光伏发电

设施。新上节能审查项目原则上

也要安装光伏发电设施，进行能耗

减量置换。

近年来，南海光伏发电发展迅

速，截至目前存量分布式光伏项目

已超 4000个，并网容量 30.49
万千瓦，2021年发电量约2.8亿
千瓦时。工业企业纷纷加入分布

式光伏行列，如一汽大众已安装

26兆瓦、群志光电15兆瓦、维他

奶4兆瓦、精达里亚4兆瓦，积极落

实节能减排主体责任。

“我们的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年

发电量为350万千瓦时，年减排二

氧化碳量2943.5吨，每年能为工

厂减少标准煤1384吨，节约电费

支出近50万元。”维他奶佛山工厂

负责人表示，对于企业而言，项目

前期投入和运营维护费用很低，在

享受各种优惠补贴的同时又能减

少碳足迹，践行社会责任，可以说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者兼得。

“安装光伏发电有很多好处，

除了节约用电成本外，还有一些政

策扶持。”南海区发改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根据方案，对建设光伏项

目的企业，自发自用电量计入企业

节能量，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考

核，相当于企业多了能耗指标；对

实际投运光伏发电项目超1兆瓦

（含）的企业，在有序用电期间可自

主选择轮休或避峰政策。与此同

时，引导金融投资机构加大对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的金融支持，加大

绿色信贷的规模。

/加大政策支持/
鼓励工业厂房加快应用光伏发电

我国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

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绿色发

展与高效发展将成为我国能源体

系建设的未来方向。

分布式光伏发电指采用光伏

组件，将太阳能直接转换为电能的

分布式发电系统，是重要绿色能

源。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建在

城市建筑物屋顶的光伏发电项目。

目前，南海年供电量突破

300亿千瓦时，积极开展分布式光

伏等新能源项目的建设，对保障南

海区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也具有新能源应用领域

的样板示范作用，进一步引导绿色

能源消费，减轻能源供应压力。

《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

2025年底，各类屋顶可利用面

积安装光伏比例均达到国家试点

创建要求；在绿色工业、绿色建

筑、绿色交通、绿色农业等领域实

现多元化应用；打造近零碳排放

示范项目，构建低碳化多能融合

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

相应地，《实施方案》规定了

八项任务，分别是：开展光伏资源

普查、搭建光伏智慧监管平台、推

动光伏项目纳入数智管控、实现

光伏项目便捷备案和高效审批、

建立光伏服务商资源库、强化光

伏项目施工管理和安全生产、建

设光伏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国家

级近零碳排放示范园区。

《实施方案》的重点工作明

确，到 2022年底，各镇（街道）

牵头完成首批 7个试点示范项

目建设；到 2023年底，区行业

主管部门推动建筑、交通、农业

领域完成 3个试点示范项目建

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光伏建

设新模式。

南海还将围绕“电、氢、碳”三

大能源元素，探索开发分布式光

伏+储能整区开发项目、全环节电

氢综合能源利用项目、新型配电

网系统项目及多站融合项目，建

立电氢融合碳管理体系，构建电

—氢—碳运行管控决策智能化平

台，打造首个国家级高比例新能

源电氢融合创新示范。

/助力“双碳”目标/
创造多元化绿色能源应用场景

/成为全省示范/
开发首个区域光伏智慧监管平台

●开展光伏资源普查。建立

南海区光伏开发应用资源库，为

智能化、规模化开发应用奠定坚

实基础。

●搭建光伏智慧监管平台。

富电公司牵头建设南海区光伏智

慧监管平台，打造光伏项目全生

命周期监管模式。

●推动光伏项目纳入数智管

控。加强存量及增量分布式光伏

项目数据采集，优先将存量工商

业项目接入光伏智慧监管平台。

●实现光伏项目便捷备案和

高效审批。依托光伏智慧监管平

台建立光伏事项审批系统，实现

个人光伏项目网上申报、办理、查

询、结果反馈等“一站式”服务。

●建立光伏服务商资源库。通过服务商

资质管理、诚信经营、施工质量等行为实现

资源库动态管理。

●强化光伏项目施工管理和安全生产。

加快出台《南海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开发

建设管理规范》和《南海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安全工作管理规范》，光伏项目开发建设须

符合上述规范要求。

●建设光伏试点示范项目。到 2022 年

底，各镇（街 道）牵头完成首批 7个试点示范

项目建设；到 2023 年底，区行业主管部门推

动建筑、交通、农业领域完成3 个试点示范

项目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光伏建设新

模式。

●建设近零碳排放示范园区。围绕“电、

氢、碳”三大能源元素，打造首个国家级高比

例新能源电氢融合创新示范。

■维他奶佛山工厂光伏发电项目。

一图读懂方案

总体目标

力争到2025年底——

一、各类屋顶可利用面积安装光伏比例均达到国家试点创建要求：

●党政机关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50%
●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40%
●工商业厂房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30%
●农村居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20%

二、在绿色工业、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农业等领域实现多元化应用。

三、打造近零碳排放示范项目，构建低碳化多能融合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奋力打

造全省绿色发展的“南海样板”。

重点任务

实施领域

绿色工业

现有工业企业屋顶面积10000
平方米以上，或年综合能耗1000吨

标准煤以上，或年用电量500万千瓦

时以上，在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前提

下，原则上要配套建设光伏发电设

施。新上节能审查项目原则上要安装

光伏发电设施，进行能耗减量置换。

绿色建筑

全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

立学校、公立医院、国有企业等公

共建筑屋顶须全部加装光伏发电

设施，原则上由区国资企业佛山市

南海富电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开发

运营。鼓励商业建筑加快建设光

伏发电设施。

绿色交通

实施车站等公共交通区域的光伏

发电系统建设。

绿色农业

建成一批光伏应用的“零碳乡

村”项目，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

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保障

在佛山市南海区电网

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立南海区推进分布式光

伏智能化、规模化开发应用

工作专班，统筹协调光伏开

发应用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加大政策支持

对建设光伏项目的企

业，自发自用电量计入地方

政府和企业节能量，不纳入

能源消费总量考核。对实

际投运光伏发电项目超 1

兆瓦（含）的企业，在有序用

电期间可自主选择轮休或

避峰政策。引导金融投资

机构加大对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的金融支持，加大绿

色信贷的规模。

强化责任落实

区发改局牵头组织分

布式光伏智能化、规模化开

发应用。各牵头单位和配

合单位要对照目标任务，协

同推进光伏开发应用工作。

强化宣传教育

大力宣传光伏开发应

用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

引导更多企业、群众安装使

用光伏发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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