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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2024年度海上风电建设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助力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统筹能源安全与

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全省海上风电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能

源局关于 2021 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能发新能字〔2021〕25号）《辽宁省风电项目建设方案》

（辽发改能源〔2020〕253号）等文件要求，按照省政府工

作部署，坚持规模化开发、市场化配置，提升清洁能源供应

保障能力，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壮大，加快推动清洁能源

强省建设，制定辽宁省 2024 年度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方案如

下：

一、总体规模和地域分布

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辽宁省海上风电场工程

规划报告>的复函》（国能综函新能字〔2024〕45 号）有关

批复内容，省管海域海上风电总规模 700万千瓦，其中：大

连市 200 万千瓦；丹东市 350 万千瓦；营口市 70 万千瓦；

葫芦岛市 80万千瓦。

二、基本要求

1.有关市要坚持市场化原则，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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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从申报单位中优选投资能力强、开发业绩优、产业带动

强、诚信履约好的企业参与海上风电项目建设。

2.申报单位以单一投资主体参与，投资主体的控股方须

在全国范围内具备一定的海上风电项目开发建设能力和运

营管理经验，资金实力满足申报容量总投资要求。

3.有关市在组织开展竞争优选项目业主工作时，鼓励优

先支持具备以下条件的申报主体：

（1）对全省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技术进

步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2）对全省电力安全稳定提供良好保障作用，具有一

定的调峰调频能力。

4.按照国家“两个联营”相关政策要求，统筹考虑传统电

源项目收益，对“十四五”新增并核准的煤电、气电机组，项

目业主可以按照至多 1/2 规模容量用于申请参与海风建设规

模竞配，剩余部分申请参与陆上风光建设规模竞配。

5.为保持政策连续性，参照《辽宁省风电项目建设方案》

（辽发改能源〔2020〕253号）有关政策，以共享储能电站

等方式落实项目调峰责任。

三、有关工作程序

1.有关市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家相关政策、项目管理权限

以及上述基本要求组织海上风电项目竞争配置工作，经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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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同意后于X月X日前将项目业主及建设规模情况上报省发

展改革委，逾期未报送视为自愿放弃项目建设规模。

2.项目业主应注重规模化开发，至少开发建设 50万千瓦

以上规模海上风电项目。注意集约利用海洋资源，优化海底

电缆送出通道布置。除大连市 DL2、DL3项目可以采取单条

海底电缆送出通道外，其他区域每条海底电缆送出通道容量

不得低于 50万千瓦。同时，做好和自然资源、海事、交通、

渔业及军事部门的沟通衔接。

3.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电力公司结

合消纳能力，科学安排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布局、投产时序和

消纳方向，对不满足相关要求的项目取消配置结果，并向国

家能源局、东北能源监管局报备。

四、保障措施

1.有关市要切实承担项目管理主体责任，按照规定加快

履行项目核准程序并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督促项目业主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2.严禁未批先建、违规审批、擅自变更等违规行为。有

关市要督促项目业主及时消除安全环保隐患，对不符合安全

环保要求的依法采取停产整顿等措施。

3.省电力公司要同步推进新能源项目配套送出工程建

设，做好接网和消纳保障工作，确保网源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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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省发展改革委将依据各地新能源项目实施情况、开工

建设情况和前期工作落实情况实行动态调整。由于非不可抗

力因素，未按时间节点完成建设进度的，取消项目建设计划；

对于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目建设进度延后的，需经省发展改

革委批准后延期。

本方案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电力

公司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