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装机
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进一步优
化分时电价政策、刺激和鼓励
用户通过优化用电方式削峰填
谷，缓解保供压力、促进可再生
能源消纳成为重要议题。

2023年末岁尾，不少省份
接连出台了进一步优化分时电
价的通知，以适应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发展状况，解决风光等
新能源消纳困难。

分时电价机制由来已久

由于电能无法大规模存
储，生产与消费需要实时平衡，
不同用电时段所耗用的电力资
源不同，供电成本差异很大，因
此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
我国逐步在各地推行分时电价
机制。

分时电价是指按系统运行
状况，将一天24小时划分为若
干个时段，每个时段按系统运
行的平均边际成本收取电费，
具有刺激和鼓励电力用户移峰
填谷、优化用电方式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能源
装机规模不断扩大，电力消费
结构加快变化，用电负荷呈现
冬夏“双高峰”特性，电力生产
侧与消费侧双向大幅波动，保
障电力安全经济运行面临更大
挑战，原有的分时电价机制已
经无法满足发展诉求。

2021年7月29日，为深化
电价改革、完善电价形成机制
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分时电
价信号作用，服务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促
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国家发
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对

现行分时电价机制作了进一步
完善，包括优化峰谷电价机制、
建立尖峰电价机制、建立动态
调整机制以及加强与电力市场
的衔接等。

“合理的峰谷电价价差，对
发挥电价信号作用、引导电力
用户削峰填谷非常关键。”国家
发展改革委有关人员表示，进
一步完善分时电价，特别是合
理拉大峰谷电价价差，有利于
引导用户在电力系统低谷时段
多用电，并为抽水蓄能、新型储
能发展创造更大空间，这对促
进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加
快发展、有效消纳，着眼中长期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
积极意义。

除了顶层设计的不断完善
外，近年来，各地在实施分时电
价机制中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
整相应政策。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发
现，仅 2023 年，就有北京、山
东、湖北、辽宁、宁夏、新疆、甘
肃、福建、河北、云南、青海等
11个省份出台了关于分时电
价的新政策。其中山东推出
《关于进一步优化工商业分时
电价政策的通知》及福建省发
展改革委下发《关于完善分时
电价政策的通知》，进一步推动
输配电价改革、拉大峰谷价
差。湖北则推出《关于做好工
商业分时电价机制有关工作的
通知（征求意见稿）》，调整工商
业电价至“午时谷电”模式倒逼
用户侧增加光伏配储。

“可以说2023年以来，各
省份分时电价相关政策百花
齐放，但从整体趋势上来看，
主要呈现出拉大峰谷价差和

‘两充两放’地区渗透率提高
上。”长期从事新能源投资的
卢先生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说。

运用得当可节约用电成本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分
时电价推进的背后是进一步向
用户侧传导系统调节成本的诉
求，地方出于储能产业及经济贡
献视角亦有意拉大峰谷价差。

那么，分时电价对工商业
的用电成本影响究竟几何？

中国城市报记者通过梳理
全国各省份已基本建立起分时
电价机制的适用范围发现，执
行分时电价的用户普遍为大工
业用户及一般工商业用户，按
照国家能源局给出的数据，
2023年1—10月全国第二、三
产业用电量合计为63712亿千
瓦时，占总用电量的83.77%；
从电价浮动来看，各省份峰谷
电价浮动比例大多在 50%—
80%之间，而尖峰及深谷电价
浮动比例在峰/谷电价基础上
进一步拉大。

以 北 京 市 发 展 改 革 委
2023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
善本市分时电价机制等有关事
项的通知》为例，2023年北京
市将全年峰谷时段按24小时
分为高峰、平段、低谷三段各8
小时，将高峰时段由原来白天5
小时、晚上3小时调整为白天3
小时、晚上5小时，谷段维持不
变；并在夏季(7、8月)、冬季(1、
12月)各执行每天3小时的尖
峰电价。单一制用电峰平谷电
价比例调整为1.71:1:0.36(不
满 1 千伏)和 1.8:1:0.3(1 千伏
及以上)，两部制用电峰平谷电
价 比 例 统 一 调 整 为 1.6:1:
0.4。尖峰电价在高峰电价基
础上上浮20%。

一位业内人士为中国城市
报记者举例说：“假设北京市一

家年用电量为5万千瓦时的餐
饮店在峰、平、谷三段的用电量
比例分别为40%、35%、25%，
属于郊区不满1千伏的单一制
用电模式。在政策调整前，该
商户每年电费支出约 4.71 万
元。若保持用电习惯不变，在
政策调整后该商户的电费支出
约4.68万元，减少0.03万元，降
幅0.6%，其中，峰谷价比调整
影响电费支出约0.02万元，尖
峰时段和价比调整影响电费支
出约0.01万元。如该餐饮店有
调峰意愿，积极通过调整用电
习惯、节能改造、储能等方法，
将5%的峰段电量调整至谷段，
那么该商户每年电费支出可以
下降至4.55万元。”

上述人士分析，对于工商
业用户而言，分时电价政策既
会导致部分企业用电成本增
加，也会有部分企业从中获益，

“这是由于不同企业在电价敏
感度和用电灵活性上存在差
异，在面对峰谷分时电价时有
不同的应对方式。”

对于电价敏感的企业，当
用电成本占总生产成本较高
时，用户会更积极响应分时电
价政策。一般来说，生产用电
较生活用电、高耗能企业较其
他企业用电对电价的敏感性更
强。对于具备灵活调节能力的
企业，则可以通过改变作业时
间，调整用电时段实现削峰填
谷运行，增加谷段用电，降低峰
段用电，从而节约用电成本。

探索新业态催生新机遇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采访过
程中发现，不少省份将光伏发电
高峰期的“10:00—15:00”调
整为谷时段，如果执行，将会影
响当地光伏产业的盈利效果，投

资回收期也将进一步拉长。
“有些企业因为谷段时长

调整后不得不停止项目投资。”
卢先生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2023年7月，天津创业环保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曾因为在山
东的两个项目由于分时电价和
分时分段发生变化，导致收益
率不达标，停止了项目投资。

而这一现象显然不是个
例。据了解，湖北省在发布“午
时谷电”后，当地工商业分布式
光伏企业备受打击，这在一定
程度上会抑制工商业分布式光
伏的建设、投资热情。

长期从事分时电价机制研
究的中国新能源投融资联盟秘
书长彭澎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坦言，目前各省出台的
分时电价政策对新能源的投资
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风向标。
各省的物价部门在以实际的市
场信号告诉新能源企业，未来不
同时间段的电价是不同的，那么
新能源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
候就要清楚地知道后面光伏或
新能源大发时段，此时电价一定
是会比较低的。

“从已经出台政策的11个
省执行情况来看，午间执行低
谷电价政策为分布式光伏电站
开发带来诸多积极影响。比
如，拉大峰谷价差，可以引导工
商业用电企业尽可能将用电负
荷集中到光伏出力的主要时
段，促进白天多生产、多用电，
有利于新能源的消纳。用电
需求增大也会倒逼电量供给
的增加。”卢先生说。

此外，发电企业也可以通
过建设储能电站，实现需求响
应。白天多储电，尖峰和高峰
时段放电以满足生产用电需
要，打造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电
站与储能电站的有机配合，提
高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节
约用电成本的同时，还可以在
高峰时段通过储能参与需求响
应获得一定收益。随着电改的
推进，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工
商业分布式光伏的市场格局和
商业模式，影响新能源项目的
收益预期，也催生出新的机遇。

“分时电价机制的调整还
有利于电力市场中储能、虚拟
电厂等新业态的发展。电力系
统峰更高、谷更深的特点以及
辅助服务市场不断完善，使得
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储能、可
调负荷、虚拟电厂等新业态获
得了更为积极的价格引导信
号，有利于新业态的快速、蓬勃
发展，这是未来风光等新能源
协同盈利的基础，‘独乐乐不如
众乐乐’。”相关业内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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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州江苏扬州：：
扬镇直流输电扬镇直流输电

线路工程高空验收线路工程高空验收

2023 年 12月 27日，在扬州至镇

江±2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夹江

大跨越工程现场，江苏省送变电有限

公司施工人员正在百米高空进行走线

验收，全面检查施工工艺，确保工程以

“零缺陷”的状态投运。

据悉，该工程是我国首个“交流改

直流”输电工程，投运后可将苏北的绿

色电力直送苏南地区，更好助力地方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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