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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A类〕

〔公开〕

昆发改能源函〔2022〕45号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昆明市第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 151174号建议答复的函

张顺奎、马顺高、李晓璐、聂 洁代表：

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大扶持东川发展光伏产业建设的建议》

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昆明市新能源项目总体情况

（一）建成项目

全市已建成集中式新能源发电项目 181个，总装机容量 170

万千瓦。其中：风电项目 23个，装机容量 116万千瓦；集中式光

伏项目 158个，装机容量 54万千瓦。

东川区已建成集中式新能源发电项目 19 个，总装机容量

17.754万千瓦。其中：风电项目 2个，装机容量 9.6万千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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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项目 17个，装机容量 8.154万千瓦。

（二）在建及新开工项目

目前我市在建项目 8个，装机容量 109.7万千瓦。东川区在

建项目 1个，装机容量 28万千瓦。

（三）省级统筹项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光伏发电发展若干政策

措施的通知》（云政发〔2022〕16号）有关要求，光伏项目按照“全

省一盘棋”原则，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对金沙江下游“风光水

储多能互补”基地（以下简称“金下基地”）、省统筹 19个连片开发

区域等大型新能源基地进行统筹协调和优化配置。东川区拟被省

级统筹项目 4个，装机容量 21.8万千瓦，待省级明确项目业主。

二、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总体思路

按照云南省未来 3年新增新能源装机 5000万千瓦、年度开发

规模 1500万千瓦以上“保底不封顶”的战略目标，我市集中式光伏

发电项目遵循光伏发电“能开全开、能快尽快”原则，按照“保

供给、促投资”的要求，全力支持开发建设。分布式光伏在保障

安全和具备电网接入条件的情况下，大力鼓励各类资本开发建设。

风电项目在严格落实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科学评估论证的基础

上，积极稳妥审慎开发。

三、落实云南省加快光伏发电政策，昆明出台优化营商环境

措施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光伏发电发展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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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云政发〔2022〕16号），市发展改革委研究

制定了《昆明市新能源领域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若干

措施》，经市人民政府同意，于 3月 30日印发实施。若干措施遵

循“能开全开、能快尽快，依法依规、科学有序”原则，在加快项

目开发建设、加强要素保障、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明

确责任、细化分工、强化措施，充分发挥我市可再生能源发展和

煤电改造升级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更加侧重于提

升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水平，持续优化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行动

态评价、负面清单管理和退出机制，规范新能源电网接入流程，

通过提升新能源营商环境，加快我市新能源项目高速高质量发展。

四、光伏项目建设的限制性因素

根据《云南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我市

待开发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只占全省 8%。限制性因素主要为：一是

要避让生态红线、基本农田、林地、自然保护区、公益林、水源

保护地等敏感性因素；二是要考虑滇池、阳宗海面山生态系统完

整性和城市核心区天际线等实际情况；三是要结合风景名胜区、

旅游开发区、高速公路沿线以及电网接入条件等因素；四是自然

资源部门正在调整稳定耕地范围，且在“三调数据”和林地矢量数

据尚未融合为“一张图”前，不可控因素较多。例如：东川区 28万

千瓦生态治理及修复光伏电站备案一年多，因涉及压覆矿，集中

连片地块林地、土地等保障要素无法落实，目前仅能建设 8万千

瓦；富民县罗免、赤鹫 20万千瓦光伏电站，因规划场址部分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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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划入稳定耕地，项目所在地两个乡镇仅可建设 12万千瓦，远低

于规划建设规模。

五、东川区示范项目建设情况

结合东川区既是生态涵养区又是生态脆弱区，在脱贫后急需

产业支撑的实际，于 2020年下半年在东川区开展“生态修复+光

伏”示范项目建设，项目已于 2020年 11月建成，开创了我市生态

修复与光伏发电相结合的新发展模式。通过项目建设，积极探索

通过“生态修复+光伏”在昆明金沙江干热河谷及荒山石漠化地带

生态修复的发展模式，促进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生态环境改善。

同时，将新能源项目建设与当地巩固脱贫攻坚深度融合，通过项

目建设，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进一

步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六、下步工作计划

（一）重点围绕金下基地统筹布局我市新能源项目

我市光伏、风电资源主要分布于寻甸、禄劝、东川、富民等

金沙江下游沿线县区，国家规划的金下基地和全省 19个连片开发

区省级统筹项目已基本涵盖我市风、光可开发资源的优质区域。

现阶段重点围绕寻甸、禄劝、富民、东川金下基地项目和省级统

筹项目建设，宜良、石林适宜区域开发新能源作为补充，全力推

进新能源项目建设。

（二）因地制宜开展“光伏+”和区域多业态融合发展

结合各地区域发展特点，按照“一域一策”模式，因地制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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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建设“光伏+”项目。区域融合发展重点业态为：禄劝县“水风光”

互补、寻甸县“牧光互补”、石林县“光伏+石漠化治理”、东川区“光

伏+生态治理”。重点开发建设“光伏+特色产业”、“光伏+绿色食

品”、“光伏+乡村旅游”等项目，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发展和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结合宜良县、嵩明县、石林县采煤沉陷区以及主城

区垃圾填埋场生态治理，进行资源普查并开展土地整理，充分挖

掘和整合土地资源，使其具备建设条件，努力建成一批具有生态

治理示范效应的光伏项目。

（三）依托国家整县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积极探索户

用光伏建设模式

全力推进宜良县、富民县、石林县 3个国家整县推进屋顶分

布式光伏试点建设，力争在 2023年国家开展试点评估工作时，均

能达到建设要求，并入选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示范县。在此

基础上，充分利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和建档立卡脱贫户屋

顶资源，按照“宜建尽建”的思路，积极探索户用光伏建设模式。

（四）突出我市产业园区资源优势，重点开展工商业分布式

光伏建设

根据 2021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新增可再生能源不纳

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战略部署，结合工业节能减排、用能替代

等要求，重点推进在全市工业园区、产业园区等工业能耗集中的

区域建设分布式光伏。积极鼓励在用能曲线与光伏发电出力曲线

相吻合的城市商业体建设分布式光伏+调频储能。同时，逐步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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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两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等区域布局分布式光伏，

建成一批多场景应用分布式光伏项目。

感谢您对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 6月 13日

（联系人及电话：郑麟昕，0871-63199710，手机号 13577149997）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人事委。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 6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