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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双碳”目标提出以来，我
国能源发展正向着清洁低碳化
迈进。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光
伏装机再创新高。国家能源局
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增装机
1.29 亿 千 瓦 ，同 比 增 长
145%。其中，分布式光伏成为
新增装机主力，以52%的占比
又一次超过集中式。

前三季度新增装机量
分布式占比过半

近年来，在供应链波动风
险以及全国范围内电力供应趋
紧的新形势下，分布式光伏的
发展潜力被全面唤醒。

所谓分布式光伏发电，特
指在用户场地附近建设，运行
方式以用户侧自发自用、多余
电量上网，且在配电系统起平
衡调节作用为特征的光伏发电
设施。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分
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是建在城
市建筑物屋顶的光伏发电项
目。该类项目必须接入公共电
网，与公共电网一起为附近的
用户供电。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
誉理事长王勃华在2023光伏
行业年度大会上介绍，今年前
三季度，集中式光伏新增装机
达 61.79 吉 瓦 ，同 比 增 长
257.8% ，分 布 式 新 增 装 机
67.14吉瓦，同比增长90.0%，
集中式与分布式占比分别为
47.9%、52.1%。

在今年前三季度分布式
新增装机中，户用项目规模
达 32.98 吉瓦，工商业项目
达 34.16 吉瓦，同比分别增
长 98.8% 和 82.3% ，占 总 新
增装机的份额分别为 25.6%
和 26.5%。

据伍德麦肯兹光伏研究团
队近期发布最新报告《中国分
布式光伏市场展望2023》，未
来10年，中国分布式光伏市场
新增装机容量将达到 790吉
瓦，占国内光伏新增装机总量
的51%。其中，户用光伏仍是
分布式光伏市场的主要增长
点，年均安装容量将实现33吉
瓦。与此同时，工业光伏市场
也将以5%的年均增长率显示
出强大的增长潜力。

从地域市场看，分布式光
伏市场重心开始南移。今年江
苏、浙江、湖南、安徽等南方省
份成为主力，其中江苏省超过
山东省成为分布式装机的第二
位，仅次于河南省。在东南沿
海地区，商业用电价格显著高

于居民用电价格。尽管该等区
域的光照资源欠佳，但工商业
用户庞大的用电需求使得分布
式光伏电力成为具有经济效益
的用电选择。

“随着南方省份在装机量
上不断增多，国内光伏产业的
发展由重点省份向全面开花
的方向迈进，可以说这是一件
有利于国家能源结构优化和
绿色经济发展的大事。”一位
长期从事分布式光伏的业内
人士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在
各项政策的引领下，分布式光
伏产业的发展潜力大大释放，
已经进入由量变转为质变的
关键发展时期。

并网难、消纳难
成关键问题

分布式光伏看似前景大
好，但其面临的问题也进一步
凸显。

今年6月，国家能源局综
合司印发《关于印发开展分布
式光伏接入电网承载力及提升
措施评估试点工作的通知》，要
求山东、黑龙江、河南、浙江、广
东、福建等6个试点省份选取
5—10个试点县（市）开展试点
工作。目前浙江、福建、广东、
河南、山东等5个省份已经发
布分布式光伏接网承载力情况
评估情况。在已发布的光伏剩
余可开放容量中，共有20个地
区可新增开放容量为零。

存在消纳难题的不仅仅是
试点省份。

今年5月29日，湖南省发
展改革委明确叫停“全额上网”
小型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备案工
作，表示需将其统筹纳入全省
建设方案并按管理权限由发展

改革委备案后方可建设。8
月，湖北省发布了一份《关于加
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过程
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虽然文中提了不少利好分布式
光伏的措施，但也规定“在低压
配网接网预警等级为红色的县
（市、区），自公布之日起暂停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11
月，辽宁省营口市发展改革委
发布的《关于分布式光伏项目
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称，营口
地区分布式电源可新增容量为
981.97 兆瓦，而经过统计，自
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营
口地区已备案未并网光伏容量
已达1527.06兆瓦，已远超营
口地区分布式电源可接入承载
能力。因分布式电源导致220
千伏及以上电网反送电的，评
估等级为红色，应在电网承载
力未得到有效改善前，暂停新
增分布式电源项目接入。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
盟秘书长彭澎坦言，不管是试
点省份公布的结果，还是其他
一些地区发布的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备案或发展相关通
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没有消
纳空间的地区不能再新建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了。这肯
定会对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
产生一定抑制。

为什么会出现消纳难？
“整县开发的模式提高了

分布式装机门槛，但缺点是过
于集中，从而出现当地变压器
容量不够或者容量够但用量少
消纳不掉，最后只能向输电网
返送电的情况。”有业内人士告
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容量明显
不足是造成消纳难的主要原
因，因此促消纳成为分布式光
伏发展的主线。

加装储能能否破局

在业内，为分布式加配储
能并不是一个新话题。

数据显示，江苏昆山和苏
州、浙江诸暨、山东的枣庄及河
北、河南，陆续出台了分布式光
伏配储的相关政策文件，配储
要求在装机容量的8%—30%
之间，具体的配置方式不限，自
建、共建或租赁均可。

今年8月，浙江省金华市
发布《金东区加快用户侧储能
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新建设
的非居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原则上按照装机容量的10%
以上配建储能系统，额定功率
下连续放电时间不低于 2小
时。意见还指出，鼓励企业用
户利用分时电价机制，主动削
峰填谷，优化电网负荷需求。

“‘光伏+储能’模式能够
将白天发出的冗余电量储存起
来供夜间使用，有效克服光伏
发电的间歇性和波动性问题；
还能将存储电量在峰时段售
出，增加企业光伏收益，同时大
大提升电源供电保障能力和调
动负荷响应能力。”国网供电公
司工作人员说。

理论上，储能是缓解弃光
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甚至可
以进一步利用峰谷价差提高光
伏项目收益。然而，实际上由
于储能的高价及安全性问题，
无论用户侧还是电网侧，对于
配储的积极性仍然较低。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
士均提出了“初始投资成本增
加、储能利用率不高、项目回本
周期延长”等问题。

阳光电源副董事长顾亦磊
表示，光伏消纳需要储能配合，
但目前储能的利用率非常低，

很多机制梗阻没有打通，且规
则制定并不合理。

“如今，电力市场改革持续
推进，各省调整电价变为白天
低谷，面对调整后的分时电价，
配储已成为解决之道。在峰谷
价差较大的地方，工商业储能
更具经济性，储能商业模式日
渐显效。”彭澎告诉中国城市报
记者，近年来，储能的需求和边
界正在逐步清晰。

“根据2023年2月电网企
业代理购电价格数据显示，浙
江峰谷价差全国最高价格，为
1.32元/千瓦时。峰谷电价差
超过0.7元以上的省份达到了
23个，在当前分时电价机制
下，多省市可以满足工商业储
能每天两充两放，进而提升储
能系统的利用率、缩短成本回
收周期。工商业储能将更具经
济性，或成未来最好赛道。”彭
澎说。

谈及储能未来趋势，中国
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译阳
说：“伴随着光伏与储能度电成
本的持续下降，未来某一天，当

‘光伏+储能’与传统能源能够
实现同质同价，光伏发展的星
辰大海才算真正到来。不过在
那之前，我们要做的还是不断
降低成本。”

彭澎则提出了四条市场建
议：第一，新能源项目大量入
市，包括原来带补贴的地面老
项目；手中如果还存有老项目
的，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第
二，储能需要容量电价。第
三，电价曲线随着装机量的增
长，会逐步变成深谷型，需要6
小时以上的储能时长。第四，
新能源+储能在电力市场中，
找到好的用电户签订长期协
议才是最终出路。

宁夏青铜峡：
电网建设加速推进

12月20日，电力工人在位于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境内的

贺兰山—典农220千伏线路工程

3号铁塔进行铁附件安装。

据悉，贺兰山—典农220千

伏输变电工程将为宁夏中环50

吉瓦（G12）太阳能智慧工厂、银川

单晶硅、汉尧石墨烯等新兴产业

提供坚强电力支撑，也进一步增

强了银川电网的供电能力，为银

川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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