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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型储能？

——除抽水蓄能以外的新型储能
技术，包括新型锂离子电池、液流电
池、压缩空气等

你见过不烧煤、不烧天然气而是让空气
“一显身手”的电站吗？

5月26日，江苏金坛盐穴压缩空气储能
项目正式投运。负责该项目建设和运维的中
国华能集团江苏公司董事长曹庆伟向本报记
者介绍，作为世界上首个非补燃压缩空气储
能电站，该电站不烧煤或天然气，而是通过
压缩空气推动透平发电机组旋转发电。用电
低谷时，利用电能将空气压缩到盐穴中，用
电高峰再释放空气发电。项目投产后，可为
地方电网提供6万千瓦调峰能力，一个储能
周期可存储电量 30 万千瓦时，每年增加调
峰电量约1亿千瓦时，实现电力供需“削峰
填谷”。

压缩空气储能是一种新型储能技术，作
用可通俗理解为“充电宝”。由于电力即发

即用，往往需要根据尖峰负荷用电需求来
增加电力投资，不仅成本高昂，还容易出现
供电富余。利用储能技术在用电低谷时将电
力储存起来，等到用电高峰再释放，能有效
避免电力系统“忙闲不均”，保障电力供应稳
定性。

“新型储能是相对传统储能而言的。”华
北电力大学能源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曾鸣向
本报记者介绍，传统储能的主要代表是抽水
蓄能电站，新型储能则指除抽水蓄能以外的
新型储能技术，包括新型锂离子电池、液流
电池、压缩空气、机械储能等。

“近年来，以抽水蓄能电站为代表的传统
储能发展迅速，技术相对成熟，应用也较为
广泛。”曾鸣说，在此基础上推动新型储能发
展，与其响应快、功能广、配置灵活、建设
周期短等特点密切相关。从选址布局看，新
型储能可布局的空间更多，环境适应性更
强，在发电侧、电网侧、用户侧均可部署，
可以大规模或分布式布局。从功能看，新型
储能可发挥调峰、调频等作用，也可作为电
源备用，起到平滑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波动
性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开发

利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不过，风
力、光伏具有“看天吃饭”的特性，当“极热
无风”“极寒无光”，就容易导致电力供应出
现波动。“要维持频率和电压的稳定，就要系
统调度储能资源来平滑新能源发电的波动
性。”曾鸣说，这其中包括电力系统的统一调
度和分布式新型储能自身范围内的优化调
度，近年来出现的虚拟电厂等新业态也能通
过调度储能资源来保障电力稳定。

明确市场主体身份

——新型储能可作为独立储能参
与电力市场；独立储能电站向电网送
电的，其相应充电电量不承担输配电
价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伴随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国内新型储
能项目建设明显提速。截至2021年底，全国
新型储能累计装机已超 400 万千瓦，“新能
源+储能”、常规火电配置储能、智能微电网
等应用场景不断涌现，商业模式逐步拓展，

对能源转型的支撑作用初步显现。
不过，由于此前新型储能在电力市场中

的身份定位、投资回报机制等不够清晰，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主体投资建设的积极
性。“以往相关市场规则主要明确储能参与调
峰调频辅助服务市场，但对于储能参与中长
期交易、现货交易等市场的规则设计，特别
是准入标准和注册、交易、结算规则仍待细
化完善。”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
所副所长黄碧斌告诉本报记者。

从发电侧看，目前国内新型储能大多与
新能源或火电等发电机组联合运行，利用储
能的调节功能改善火电调频性能，获得调频
辅助服务补偿，相关收益不高。独立储能方
面，在充放电价格机制未明确的情况下，如
果参照传统的电力用户和发电机组价格机制
执行，电站在使用电网供应的电力充电时，
作为电力用户需支付上网电价、输配电价、
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和相关税费；但向电网放
电时，独立储能相当于发电机组，只获得电
价和辅助服务等收益。当电网将独立储能所
释放的电量售予终端用户，买家仍需支付输
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为了更好地推动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此

次印发的《通知》提出，新型储能可作为独
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同时，加快推动独立
储能参与电力市场配合电网调峰。独立储能
电站向电网送电的，其相应充电电量不承担
输配电价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鼓励签订顶峰时段和低谷时段市场合
约，细化了独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的盈利方
式；明确充电电量不承担输配电价和政府性
基金及附加等，解决了原先充电电量价格机
制不明确的问题，有利于推动独立储能发展
并以市场方式获利。”黄碧斌说。

以建有独立储能电站的山东省为例，根
据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今年3月发布的代购
电价，220kV及以上的电力用户，电度输配
电价为0.1169元/千瓦时，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约0.027元/千瓦时。业内人士表示，新政策
执行后，参与山东现货市场的独立储能将直
接受益，度电收益有望增加0.1元～0.2元/千
瓦时。

促进大型“充电宝”加快发展

——发电侧、用户侧、电网侧新
型储能均可参与市场交易；加快技术
支持，推动新型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5月27日，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灵武
公司飞轮储能项目土建工程全部完工，成为
国内首个全容量“飞轮储能—火电联合调
频”工程，也是全球飞轮储能单体功率最
大、总储能最多的工程项目。“该项目最大的
特点是全磁悬浮，能耗小、响应快，可实现
寿命周期设计为25年，在这个寿命周期内可
实现1000万次以上储放电，充电和放电之间
的转换可达毫秒级，能有效适应电网快速调
频的需求。”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灵武公司
副总经理刁士军告诉记者。

目前，配建式新型储能主要用于调节发
电不稳定。《通知》 提出，以配建形式存在
的新型储能项目，鼓励与所配建的其他类型
电源联合并视为一个整体，按照现有相关规
则参与电力市场。同时，鼓励新能源场站和
配建储能联合参与市场，利用储能改善新能
源涉网性能，保障新能源高效消纳利用。

“鼓励新能源配建与所属电源联合参与电
力市场，有利于新型储能在配合新能源完成
出力偏差考核、减少弃电等基础上，更好地
执行中长期分时段带曲线交易，提高现货市
场新能源履约能力，同时为电力系统调节提
供更多支持，这将进一步推动新能源侧新型
储能技术的发展。”黄碧斌说。

除了发电侧，《通知》还对用户侧和电网
侧新型储能市场化建设提出要求，明确进一
步支持用户侧储能发展，“适度拉大峰谷价
差，为用户侧储能发展创造空间”“鼓励进一
步拉大电力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上下限价
格，引导用户侧主动配置新型储能，增加用
户侧储能获取收益渠道”。同时，要求建立电
网侧储能价格机制。

黄碧斌告诉记者，以近年来发展较快的
锂离子电池储能为例，目前其系统建设成本
约 1500 元～2000 元/千瓦时，但全寿命周期
度电成本仍为抽水蓄能的 2—3 倍。“《通知》
的出台将为锂离子电池储能等新型储能参与
各类电力市场、获取合理收益创造条件。”

新型储能产业的壮大同样离不开技术创
新。黄碧斌认为，目前中国的新型储能技术
取得长足进步，但效率、容量、寿命等核心
指标仍有待突破，特别是在极端天气条件下
新能源出力时间受限时，缺乏大容量、长周
期的新型储能技术用于系统调节。他建议，
未来应以满足供电保障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为目标，通过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开展
示范应用等措施，重点推动大容量、长周
期、低成本、高安全的新型储能核心技术装
备研发和系统集成，助推新型储能行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

新型储能可作为独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

新型储能加速“充电”
本报记者 廖睿灵

用电低谷时，通过电网“充电”并储存，待到用电高峰再
释放所储电能，以保障电力系统稳定——这种原理类似“充
电宝”的储能电站，近年来在全国广泛应用，为稳定电力供
应起到了重要支撑。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进一步

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明确新型储能可作为独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并
对其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和运行机制等作出部署。业内人士
分析，此举将有力推动新型储能产业发展，进而为中国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提供有力支持。

离中秋节还有不到3个月，不少月饼
企业已开始启动推广订货。6月10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
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关于遏
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
告》，强调要坚持月饼大众食品属性，促
进月饼行业健康发展。

宣称馅里有虫草、松露、鱼子等名贵
成分，价格涨了好几倍；拆开一层层的华
丽包装，月饼吃起来却没啥滋味；炒作

“纸月饼”，使之成为只见其券、不见其饼
的“准金融产品”……月饼本是积淀中国传
统文化内涵的一种中秋佳节美食，但“天
价”月饼等行业乱象使其蒙上阴影。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绝
大多数月饼价格较为贴近市场需求，但仍
有个别企业采取多种方式炒作月饼价格，

“天价”问题依然存在，且有反弹迹象。
“从多年市场情况看，盒装月饼平均生产
成本70元/盒左右，单价200元以下的盒装
月饼销售占比达 80%以上，单价 500 元以
上占比约1%。单价不超过500元的盒装月
饼，社会接受度高。”该负责人说。

北京一家老字号小吃店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月饼馅料大多是莲蓉、豆沙、五
仁、枣泥等常见原料，“即使是一些号称
添加了名贵馅料的月饼，其名贵成分实际
含量也不高。总体来看，目前市场上多数
高端月饼存在严重溢价”。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公告》 坚持月饼回归传统食品属性的导
向，对超过 500 元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

管。《公告》 要求，经营者应保存销售单
价超过500元盒装月饼的交易信息，以备
有关部门依法查核。如有需要，将对经营
者开展成本调查。同时将从严查处不符合
食品安全、不符合限制过度包装强制性标
准有关要求，以及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
实施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除了遏制“天价”月饼，月饼券、月饼

卡的发行也将得到进一步规范。
据了解，近年来，月饼等时令礼品市

场出现“期货化”趋势，“纸月饼”“纸粽
子”“纸大闸蟹”泛滥，甚至出现发行提
货卡券的票面数量超过实际产量的现象。
作为卡券发行方的生产商、豪华酒店等各
类经销商、众多下游“黄牛”形成链条，
催生出所谓“月饼经济”“粽子经济”“大
闸蟹经济”等。“有企业通过添加各类名
贵馅料、追求过度豪华包装或混合销售高
价商品等方式，炒作月饼价格。这助长了
奢靡浪费，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甚
至可能异化成为腐败的载体。”国家发改
委有关负责人说。

为此，《公告》要求规范月饼券管理，经
营者发行月饼券、月饼卡等提货卡券的，应
严格遵守《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
行）》。上述负责人介绍，工信部门将加强
对从事月饼生产活动的经营者的行业指
导；商务部门将加强商场、超市、酒店、餐
厅、电子商务平台等经营者的行业指导，督
促有关经营者自觉遵守《公告》要求。

据介绍，市场监管、工信等部门将进
一步严格包装层数、空隙率系数等核心指
标，规定月饼包装不得使用贵金属、红木
材料等。“今年中秋节前，市场监管部门
将开展‘天价’月饼专项整治行动，重点聚
焦豪华酒店、电商平台等渠道，进行监督
检查，对不符合食品安全、限制过度包装
强制性标准有关要求，以及不执行明码标
价规定、实施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的，一
律从严查处。”上述负责人说。

四部门遏制“天价”月饼，对超过500元盒装月饼重点监管——

让月饼回归传统食品属性
本报记者 汪文正

本报北京电（记者冉永平、丁
怡婷） 在平台界面一点，居民家庭
用电每日减排量、累计减碳总值、
减碳排名等信息一目了然……记者
从南方电网获悉，由南方电网深圳
供电局、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和深圳
排放权交易所联合打造的国内首个
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应用，目
前已在南网在线APP和95598小程序
上线，深圳市民均可查询使用。

“碳普惠”应用以“低碳权益、普
惠大众”为核心，基于居民家庭用
电减排量的方法学对家庭电量进行
换算，得出居民家庭减排量。该应
用将根据减排量给予用户不同等级
的个性化标志勋章，并且能够对碳
排量高的家庭量身推送低碳用能和
科学用电小技巧，引导用户绿色低
碳生活。

经过一定积累后，市民可利用这
些减排量兑换公益权益，参与相关公
益活动。预计到2023年，深圳排放权
交易所将把得到授权的居民减排量
在其交易平台上架，供高耗能社会团
体或企业购买以抵消自身碳排放，居
民可自由兑换礼品卡、地铁出行卡等
礼品作为低碳生活的奖励。

据统计，深圳居民用电量约占深
圳全社会用电量的16%，目前深圳家
庭每天用电量基线范围是5至12千瓦
时 （分季节），家庭日均用电量8千
瓦时、二氧化碳排放2.5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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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东营昆宇电源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的集装箱式储能系统，集储
能、电池管理等技术于一体，近期实
现首批次出口。图为该公司工人在对
即将交付的储能集装箱进行检测。

周广学摄（人民视觉）

▲ 江苏金坛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外景，这是世界上首个非补
燃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中国华能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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