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8 □2024 年 2 月 26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刘 蕾 □本版美编 郭佳卉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4年
农村水利水电工作要点，持续
推动小水电绿色发展，全年新
增80座以上绿色小水电示范
电站，积极协调出台激励政策。

小水电在解决我国农村地
区用电难、助推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绿色能源转型方面起到
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小水
电绿色发展深入推进，2023年
创建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130
座。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小
水电站如何参与新型能源体系
构建的绿色转型发展之路？

小水电发展亟待转型

小水电是指装机容量在5
万千瓦及以下的水电站。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展
农村电气化建设，小水电建设
点亮了山区县城和乡村，农村
电网得以形成，可以说小水电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乡
村振兴作出突出贡献。经过近
20年发展，小水电进入稳步发
展阶段。

根据共研产业咨询数据显
示，2022年中国小水电电站数
量为 41544 座，装机容量为

8063万千瓦。
另 据 韦 伯 咨 询 发 布 的

《2023年中国小水电行业专题
调研与深度分析报告》，我国云
南、四川、贵州、重庆等西南地区
的水力资源丰富，占全国小水电
总规模的50%左右，其中云南、
四川两省小水电装机容量就占
据了西部地区水电总量的30%。

然而，由于我国小水电多
是由地方、集体或个人集资建
设经营管理，早期建设的部分
小水电站由于缺乏整体规划等
原因，对生态环境、防汛安全等
产生不良影响。

近年来，小水电的无序开
发引发社会关注。数据显示，
我国小水电资源平均开发率已
达到60%，部分地区接近90%，
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小水电发
展重点已经从增量开发转变为
存量挖掘与管理。

许多地区的小水电资源开
发到达极限。比如，浙江省绿色
小水电建设在国内具有典型性，
然而，2022年底数据显示，浙江
小水电装机419万千瓦，开发率
近90%，年发电量100亿千瓦
时，占浙江电网供电比不到2%。

逐步清退、整理不合理的
小水电的呼声日益高涨，小水
电发展亟待转型。

今年 1 月，水利部公布
2023年度绿色小水电示范电
站名单，确定山西省晋城市武
安等130座电站为2023年度
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同意山
西省晋城市栓驴泉等89座示
范电站的期满延续申请；决定
河北省石家庄市土贤庄等27
座电站退出示范电站名录。

清理整改迫在眉睫

由于小水电涉及生产安全
和防汛公共安全，清理整改任
务迫在眉睫。近年来，我国制
订了一系列整改措施，规范小
水电行业发展。

2021年，水利部等7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小水
电分类整改工作的意见》，首次
明确了“退出、整改、保留”的评
估分类标准，明确了分类整改落
实要求。组织开展长江经济带
小水电清理整改“回头看”，对9
个省份650座小水电站清理整
改情况进行抽查并督促整改，持
续巩固清理整改成果。

2021年12月，七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开展黄河流域小水
电清理整改工作的通知》，全面
启动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
改，力争2024年底前完成清理

整改工作。2022年，黄河流域
小水电清理整改扎实推进，沿
黄省区2700多座电站完成问
题核查与综合评估，逐站明确

“退出、整改、保留”分类意见。
2022年8月，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
《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
行动方案》，提到巩固小水电清
理整改成果，加强生态流量监督
管理，创建绿色示范电站。截至
2022年底，长江经济带清理整
改任务完成，累计退出电站
4042座，2.1万座整改、保留类
电站生态流量保障得到加强。

现代化提升势在必行

“加快小水电绿色改造和
现代化提升，持续推进农村水
系综合整治。”水利部党组书
记、部长李国英日前表示，小水
电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
重要作用，要加快推进绿色可
持续发展，促进行业技术创新
和现代化建设。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根据2024年农
村水利水电工作要点，完成库
容10万立方米以下的小水电
站大坝安全评估，从严抓好安
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继续推

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全年
新增安全生产标准化电站500
座。同时，积极稳妥推进小水
电分类整改，督促小水电逐站
落实生态流量，引导小水电绿
色改造和现代化提升。

《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中提
出，要因地制宜开发水电。积极
推进水电基地建设，推动金沙
江上游、澜沧江上游、雅砻江中
游、黄河上游等已纳入规划、符
合生态保护要求的水电项目开
工建设，推进雅鲁藏布江下游
水电开发，推动小水电绿色发
展。推动西南地区水电与风电、
太阳能发电协同互补。统筹水
电开发和生态保护，探索建立水
能资源开发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分别
新增水电装机容量4000万千
瓦左右，西南地区以水电为主的
可再生能源体系基本建立。

小水电的收益与电价息息
相关。“与大水电相比，小水电
普遍装机容量小、可调节能力
弱，因此与电网公司议价能力
较低，上网电价偏低。”一位小
水电运营商告诉记者。

上述运营商表示，我国西
部地区水资源丰富、水电开发
较多，但收入单价较低，取得收
益细水长流，而东部地区水电
站收购价格较高，收入单价高，
变现节奏较快。以云南省和浙
江省的小水电出售单价来看，
后者几乎是前者的2倍。

根据 QYResearch（北京
恒州博智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发布的《全球小水电市场报
告 2023—2029》显 示 ，预 计
2029年全球小水电市场规模
将达到31亿美元，未来几年的
年复合增长率为4.2%。

业界认为，对于投资建设
者来说，小水电整体投资相对
较大，回报周期较长，尽管不能
快速变现，但投资回报较为稳
定，收益平稳。从长远来看，小
水电的发展意义远大于经济效
益，小水电在乡村振兴、防汛防
灾、带动就业，以及作为清洁能
源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发挥
重要作用。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日前，国家能源局印发了
《电力市场信息披露基本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将信息披
露相关工作进行整合，建立全
国统一规范的“全市场、全品
种、全周期、全主体”电力市场
信息披露体系。

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有
关人员介绍，“全市场”覆盖中

长期、现货、辅助服务等市场；
“全品种”包含省内交易、省间
交易、代理购电、绿电交易等交
易品种；“全周期”包括依规开
展年、季、月、周、日等时间维度
披露；“全成员”涵盖发电、用
户、售电公司、新型主体、电网
企业及市场运营机构。

同时，《规则》明确电力市
场信息披露由电力交易机构统
一负责实施，规范信息披露内

容、格式和时限，建立信息披露
平台，确保信息公开透明，进一
步促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建设，着力破除市场分割。

《规则》共52条，重点对信
息披露原则和方式、信息披露
内容、披露信息调整、信息保密
和封存、监督管理等作出规定。

据了解，《规则》是继《电力
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电力现
货市场基本规则（试行）》之后，

正在组织编制的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1+N”基础规则体系中第
三个全国层面的电力市场基本
规则。《规则》印发后，国家能源
局将组织派出机构督促信息披
露主体规范开展信息披露工
作，定期对各类主体信息披露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推动各地
有效落实《规则》。

此外，我国将于今年修订
出台《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

则》，编制印发《电力辅助服务
市场基本规则》《电力市场准入
注册基本规则》《电力市场计量
结算基本规则》，建立形成以
《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为基
础，电力中长期、现货、辅助服
务规则为主干，信息披露、准入
注册、计量结算规则为支撑的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1+N”基础
规则体系，为全国统一电力市
场体系建设奠定制度基础。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六座梯级
电站累计发电量超3.5万亿千瓦时

近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三峡大坝

和外送输电线路正在稳健运行。据三峡集团

消息，截至2月16日24时，世界最大清洁能源

走廊六座梯级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3.5万亿

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超10亿吨，减排二

氧化碳超28亿吨，为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提供强劲动能。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由长江干流乌东

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六

座梯级电站共同构成，安装有110台水轮发电

机组，总装机容量达7169.5万千瓦，相当于三

个“三峡”的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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