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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号文件与存量风电后市场业务：政策驱动下的机遇与变革
李艳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北京，100010；

摘要：国家能源局等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发改能源〔2022〕

136 号，简称“136 号文件”）是中国能源转型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精神与具体措施为正处于关键发展期的存

量风电后市场业务注入了强大动力。本文深入剖析了 136 号文件与存量风电后市场业务的内在联系，重点阐述了

文件在强制退役与梯次利用、技术升级改造、智慧运维与效率提升、电网消纳保障等方面带来的深刻变革，并系

统梳理了由此催生的巨大市场机遇。研究表明，136 号文件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正在加速存量风电资产的

优化更新与价值重塑，推动后市场服务向专业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高质量发展，为相关企业开辟了广阔蓝海。

关键词：136 文件；新能源；电价市场化改革；智慧运维与效率提升；电网消纳保障

DOI：10.69979/3060-8767.25.06.048

引言

2025 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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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着中国新能源发展进入全面市场化新阶段
[1]
。这一改革

的核心在于推动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上网电量全

面进入电力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不再依

赖政府定价或补贴
[1]
。根据通知要求，2025年 6 月 1日

将成为分水岭，此前投产的存量项目与之后投产的增量

项目将实行差异化政策，但最终都将走向全面市场化定

价
[1]
。这一根本性变革对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发展路径提

出了全新要求。

中国风电产业历经二十余年高速发展，累计装机容

量稳居世界第一。大量早期投运的风电机组正逐步走出

质保期或接近设计寿命（通常 20-25年），存量风电资

产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如何高效、经济、安全地运营、

维护、更新这些资产，催生了巨大的风电后市场业务需

求（涵盖运维、技改、大部件更换、拆除、回收利用等）。

该文件作为“双碳”目标下能源转型的顶层设计之一，

明确提出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体制机制，对存量能

源资产的优化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风电后市场发展

提供了关键政策指引和制度保障。

本研究旨在厘清136号文件的核心条款对存量风电

后市场业务产生的具体影响，识别并分析由此涌现的市

场机遇，为产业参与者提供决策参考。

1 136 号文件核心内容与存量风电后市场的关

联点

136 号文件虽非专门针对风电后市场制定，但其多

项原则和措施与之高度契合，形成强关联：

1.1 健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 (核心精神)：

要求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系统灵活性。存量风电场

通过技改提效、智慧运维、优化调度等方式提升发电量

和并网友好性，是落实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实践。后市

场服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支撑。

1.2 完善引导绿色能源消费的制度和政策体系：

强调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文件要求“完善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这直接促使电网和发电企业

更加重视存量风电场的运行表现和出力稳定性，驱动对

预防性维护、性能优化、预测性运维等后市场服务的需

求。

1.3 建立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科技创新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

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有序发展光能源、硅能源、

氢能源、可再生能源，推动能源技术与现代信息、新材

料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探索能源生产和消费新模

式。这为后市场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解决方案（如 A

I运维、数字孪生、无人机巡检）以及应用新材料、新

工艺进行大部件修复和升级提供了强大的政策背书和

发展空间。

总体而言，2025年电价市场化改革通过重构价格形

成机制和收益模式，将对新能源技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当代水电科技 聚知刊出版社
2025年2卷6期 JZK publishing

149

新能源企业需要准确识别政策背后的技术信号，将市场

化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在全面竞争的环境中构建可持

续的技术优势。下一章将深入分析新能源企业应对市场

化挑战的关键技术突破方向。

2 136 号文件为存量风电后市场带来的关键机遇

在电价市场化改革背景下，新能源发电效率提升与

成本控制不再仅仅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主选择，

而是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能力。随着上网电价完

全由市场供需决定，新能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将首先体现

在发电成本的竞争上，只有那些能够以更低成本提供电

力的企业才能在市场价格波动中保持合理利润空间。根

据改革要求，2025 年 6月 1日后投产的增量项目需要通

过市场化竞价获取机制电价资格，报价越低的中标概率

越高，这将直接激励企业不断降低发电成本。

2.1 老旧机组淘汰更新与梯次利用市场爆发

政策驱动：文件隐含对能效低下、安全隐患大、环

保不达标设施的管理要求。结合地方政策（如宁夏、山

西等已出台老旧风电场更新实施细则），强制或鼓励性

淘汰服役期满或低效机组的趋势加速。

市场机遇：专业拆除与回收服务： 催生对安全、

环保、高效的风机拆除、基础处理、物料回收（特别是

叶片复合材料回收）的专业服务需求激增。如“以大代

小”与等容/增容更新、设备梯次利用、状态尚可的退

役机组部件（如齿轮箱、发电机、塔筒等）在次新机组

维修、分布式/离网项目、教学培训等领域的再利用市

场逐渐形成。

2.2 技术升级改造（技改）市场持续扩大

政策驱动：文件强调“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科

技创新”。技改是提升存量资产性能最经济有效的途径

之一。

市场机遇：发电量提升技改：延长叶片（加长叶尖）、

加装新型传感器、控制系统国产化、智能化升级改造等

增加智能寻优算法、如小风增功，大风智能切出等等，

直接提高单机发电量。

寿命延展与可靠性提升：大部件（主轴承、齿轮箱、

发电机）更换或深度维修、塔筒/基础加固防腐、电气

系统升级（如变流器更换）等，保障机组安全运行至设

计寿命甚至超期服役。

并网友好性改造：加装/改造有功无功控制装置（A

GC/AVC）、一次调频功能、高电压穿越能力等，满足日

益严格的电网接入要求。

数字化智能化赋能：SCADA 系统升级、部署高级数

据分析平台（PHM）、应用 AI算法优化运行等，实现预

防性维护和精准决策。

2.3 专业化、智能化运维服务需求升级：

政策驱动：文件要求“提高能源系统灵活性和调节

能力”，强调安全可靠运行。高效运维是保障存量资产

稳定发电、快速响应电网调度的基础。

市场机遇：第三方运维（O&M）市场深化： 业主

更倾向于将超出质保期的机组外包给专业、高效的第三

方运维公司，市场集中度和专业化程度提升。

预测性/主动性运维兴起： 基于大数据分析和状

态监测的预测性维护（PdM）服务需求旺盛，替代传统

的计划性维护和事后维修，降低故障损失和运维成本。

特种作业与高科技装备应用： 无人机自动巡检、

机器人塔筒/叶片检修、激光雷达测风辅助功率曲线优

化等高科技手段的应用服务市场快速增长。

集中监控与区域运维中心： 为拥有分散资产的投

资商提供跨区域、集约化的远程监控和运维调度服务。

2.4 大部件供应链与再制造产业壮大

市场机遇：大部件（叶片、齿轮箱、发电机、变流

器）备件供应与更换： 后市场需求成为大部件制造商

的重要增长点。

大部件维修与再制造：专业的齿轮箱翻新、发电机

重绕、叶片修复等技术服务市场潜力巨大，符合循环经

济要求。

国产化替代加速：为保障供应链安全和技术自主可

控，为国内厂商在大部件、核心控制系统、运维装备等

领域替代进口提供了机遇。

2.5 退役风机回收利用产业链构建

政策驱动：文件明确“建立健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的监管体系”，环保要求趋严。解决风机（尤其复合材

料叶片）的环保回收是行业当务之急。

市场机遇：叶片回收技术研发与应用：热解、化学

溶解、物理粉碎再利用等技术路线产业化。

回收材料高值化利用：回收的玻璃纤维、树脂等材

料在建筑材料、日用消费品等领域的应用市场开拓。

专业化回收处理服务集回收、运输、处理于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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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服务商出现。

3 面临的挑战与建议

挑战：老旧机组退役标准与补偿机制尚不完善。

技改经济性评估复杂，投资决策难度大。

智慧运维、预测性维护等技术应用成本高，普及需

时间。

叶片等复合材料回收技术经济性有待突破，规模化

处理能力不足。

后市场服务标准、认证体系有待健全。

建议：

政府层面：加快制定出台更细化的老旧风机退役更

新政策与补偿/激励机制；加大对叶片回收等关键技术

研发和示范项目的支持；完善后市场监管和标准体系。

企业层面：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提升服务专业性

和数字化水平；探索灵活商业模式（如技改EMC、运维

绩效保证）；关注循环经济，布局回收利用业务；加强

合作，构建产业生态圈。

4 结语

136 号文件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顶层设计，通

过强化体制机制建设、明确政策导向，为存量风电后市

场业务的发展铺设了“快车道”。文件不仅加速了老旧

风机的淘汰更新进程，为拆除、回收、“以大代小”市

场带来爆发性增长；更通过强调效率提升、科技创新、

安全可靠和绿色循环，极大地拓展和升级了技术升级改

造、专业化智能化运维、大部件供应与再制造等核心后

市场业务的内涵与规模。存量风电后市场正从一个“被

动应对运维”的阶段，迈向一个在政策强力驱动下，以

资产优化、价值重塑、技术驱动、绿色循环为特征的“主

动创造价值”的新时代。面对巨大的市场机遇，产业链

各参与方需积极拥抱政策红利，聚焦技术创新与服务升

级，共同推动中国风电产业在“后规模扩张时代”实现

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贡献核心力量。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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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能

源〔2025〕136 号).2025.

[2]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中国风电后

市场发展报告.[2024].

[3]丁帅.试论风电企业资金及价值分析[J].当代会计,

2019(6X):88-90.

[4]刘英,张万辉,陶延宏,李天龙,梁世民.光伏电站智

能化运维技术的应用[J].中国高新科技,2022(05):39

-41.

https://api1.sjuku.top/download.php?v=hW9FdoQEerq_6-KXWIJ1kcadv2DtuP14CfWzK-cZOFTh1NFTL8Tbik06uXqcTI5SsWglI1Il6zK1tOr329I45bAM5Nc2s507pblHFmr6_DGloJQRDXxU54-zJklKuhBuR6PRUC403D7blrSHIDXfh9WwTjeX4WM0_ZXkpHtHQ9C2F3alGuv2_K6AFdlnDTbh&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ddata=KJDD201912024|CJFQ|%E8%AF%95%E8%AE%BA%E9%A3%8E%E7%94%B5%E4%BC%81%E4%B8%9A%E8%B5%84%E9%87%91%E5%8F%8A%E4%BB%B7%E5%80%BC%E5%88%86%E6%9E%90||%E5%BD%93%E4%BB%A3%E4%BC%9A%E8%AE%A1|2019-06-30

	136号文件与存量风电后市场业务：政策驱动下的机遇与变革李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