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新能源大规模并网， 电力系统
调峰能力不足问题已凸显，而作为“充电
宝”，储能设施正涉足深度调峰市场。

近日，华中能源监管局发布《江西省
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暂行）（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则（暂行）》，
对深度调峰交易、启停调峰交易的市场
化竞价规则进行了规定， 同时明确发
电机组可建设适当规模的储能设备 ，
联合调峰。

在此之前，国家能源局山西监管办发
布关于征求《山西独立储能和用户可控负
荷参与电力调峰市场交易实施细则 （试
行）》意见的函，提出独立储能可分时段
为电网提供深度调峰服务。 今年 3 月，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印发《湖南省电
力辅助服务市场交易模拟运行规则》，
明确储能可参与深度调峰、 紧急调峰
和旋转备用。

面对日益吃紧的系统调峰压力，深
度调峰能否为储能发展提供空间？ 火储
联合调峰前景如何？

■■ 合力增强调峰性能

国网能源研究院 2019 年发布的
《2019 中国储能产业现状分析》（以下简
称《分析》）显示，用电高峰期负荷需求
持续增长，受夏季高温影响，中东部等
负荷中心峰谷差不断拉大，用电最大负
荷持续攀升。以江苏为例，该省最大负荷
已连续两年突破 1 亿千瓦。

火电机组是调峰主力， 但调峰积极
性一直不高。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火
电机组频繁进入深度调峰工作状态，大
幅调节会降低其使用寿命， 增加煤耗，
拉低效益。

火电机组自身的出力特性和较长的
响应时间，限制了其在调峰时增大输出功
率的速度，而 “储能”可填补这项空白。 近
年来，各地相继出台了辅助服务机制，充
分调动火电厂参与调峰的积极性。

今年 7 月 ， 国家发改委安排部署
2020 年能源迎峰度夏工作时指出， 深化
储能和调峰机制改革，明确电源侧、电网
侧、用户侧储能责任的共担机制，结合电
力交易改革开展试点， 通过灵活的市场
化机制实现储能和调峰的成本回收。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高春辉曾公开表示，
电化学储能技术具有较快的响应速度，
优化电源结构并增加调峰容量。 若能引
入储能系统参与调峰服务，可减少并优
化火电机组的频繁增减出力， 从而有
效缓解火电厂的调峰压力， 有利于提
高新能源消纳能力。

■■ 储能深度调峰经济性差

针对江西鼓励火储联合调峰，国网能
源研究院能源战略与规划研究所所长鲁
刚认为，江西电化学储能参与调峰，并非
常规的火储联合调峰，可能是火电完成基
本调峰义务之后，电化学储能单独参与深

度调峰部分。 “但价格空间够不够，要看能
不能覆盖电化学储能这部分的成本。 ”

电力专家王铮测算， 在目前的价格
下，储能参与深度调峰尚不具备经济性，
政策缺乏可操作性。

王铮表示，储能参与深度调峰能否盈
利，取决于调峰时长以及调峰价格。“以 60
万千瓦机组配置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为
例，每次调峰调节能力，储能日调峰总收
益为 31.2 万元，全年按 150 天计算，全年
总收益为 4680 万元， 项目静态投资回收
期高达 27.69 年。 ”

“投资回收期约 30 年的配置，恐怕
不会成为火电配置电化学储能调峰的市
场选择。如果降低储能系统配置容量，只
配置 90MW/4h 的电化学储能，虽然成本
大幅下降，但同样条件下，静态回收期将
达 40 年。 另外，如果市场竞价的结果低
于最高限价， 以上假设的火储联合调峰
的收益将进一步降低。 ”王铮表示。

同时，电化学储能安全性堪忧。 上述
《分析》显示，一定温度下，电化学储能极
易因热失控造成火灾及爆炸事故，随着电
池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的提高，发生事故
的危险性将增大。

东北地区某火电厂人士告诉记者：
“不论是发电侧单独参与深度调峰，还是
储能作为独立个体参与深度调峰，以目
前的价格来看，发电侧和储能厂商的积
极性都不高。 除非是系统对火电机组有
强制要求，如前两年火储联合调频。 单
纯依靠火电机组无法达到系统要求，必

须新增储能设施才能达标。 而且，当时
储能没有市场主体地位，只能与火电联
合并网。 ”

■■ 瞄准深度调峰领域

据了解， 电源侧储能应用目前主要
集中于辅助新能源并网、 联合常规电
源调峰两大细分市场。 近两年火储联
合调频发展较快， 虽然补偿标准有所
下降 ，但目前整体盈利能力较强。 市场
发展初期， 火储联合调频补贴为 10 元/
MW，投资回报期为两年，但当前补偿标
准已降低 50%以上 ， 投资回报期仍只
需4-5 年。

记者了解到，煤电调峰机组成本高、
性能差，储能电站调频在技术上可行，但
目前还需要解决并网、 结算等多方面问
题。 截至今年 7 月，我国的火储联合调频
项目已达 58 个，火储调频已经成为储能
应用的重要领域。

相比应用广泛的火储联合调频市
场，储能参与调峰的市场空间如何？ 国
网能源研究院能源战略与规划研究所
主任工程师张富强表示 ： “在以美国
PJM 为代表的全电量现货市场中，实时
电价的变化自然引导发电企业主动参
与调峰，也就反映了在基本的能量出清
中不需要一个额外的调峰产品。 ”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储能能否打
开深度调峰市场， 还要看自身的成本下
降程度和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健全程度。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黄黄河河李李家家峡峡水水电电站站日日发发电电量量创创新新高高

8 月 12 日， 黄河上
游李家峡水电站日总发
电量高达 3828 万千瓦
时，再创日发电量新高。
8 月 13 日 24 时，电站总
发电量达 498459 万千瓦
时，年完成率达 69.84%。

李家峡水电站是黄
河上游龙青段规划中的
第三座大型梯级水电站，
总装机容量 200 万千瓦，
年平均发电量 59 亿千
瓦时 ，库容 16.5 亿立方
米。 图为李家峡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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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储能能会会否否打打开开深深度度调调峰峰市市场场？？ 广东前 7月全社会
累计用电量由负转正

本报讯 记者路郑报道： 日前从南
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获悉，1-7 月，广东
省全社会用电量 3751.22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0.65%，实现由负转正。其中，7 月
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12.43%，为
今年以来单月增速最高。

1-7 月，广东省第一、二、三产业和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
7.13% 、-3.01% 、-0.78% 、15.63% 。 其
中， 第二产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
1-7 月用电量达 722.56 亿千瓦时，已
接近去年同期水平。 制造业细分行业
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
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以及医药
制造业增幅较大。 第三产业中，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幅最大，
增长超过 15%。

数据显示， 广东统调负荷于 7 月14
日年内首次创下历史新高后，7 月内先
后 5 次刷新最高值， 最高负荷达 12687
万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 4.02%。

“ 一 度 电 可 以 支 撑 GDP23 .5
元。 ” 广东电网广州供电局 7 月发布
的 2019 年度社会责任实践报告指出
电力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
广东电网公司市场营销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7 月份电量增长较快原因， 主要
是广东全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主要经济指标恢复性增长， 经济运行
稳步复苏， 拉动各行业用电增长；其
次， 今年 7 月广东气温较高、 降雨较
少，高温天气拉动电量快速增长，尤其
是居民和第三产业用电。

此外， 广东电网今年上半年消纳清
洁能源电量 1250 亿千瓦时。 7 月底，昆
柳龙直流工程的云南至广东柔性直流双
极低端投产， 预计广东今年将借此吸纳
超过 40 亿千瓦时的清洁水电。 截至 7
月，广东电网已实现电能替代 135.69 亿
千瓦时，完成年度目标的 85%，相当于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 1353 万吨。

在广东省 21 个地市中， 处于广东
省“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中
沿海经济带的汕尾、阳江、茂名、湛江自
今年第一季度以来累计用电量同比一
直保持正增长 ，汕尾 、阳江全社会用
电量同比增速连续 5 个月以来一直
稳居广东省前两位。 根据统计，汕尾摘
得广东省上半年 GDP 增速冠军，其全
社会用电量增速亦位居全省第一———
1-7 月， 汕尾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10.66%。 珠三角地区中，惠州、江门 1-
7 月全社会用电量实现同比转正 ，分
别增长 0.9%、0.72%。

四川启动电力现货
连续调电试运行

本报讯 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日前发
布的 《关于做好现货市场调电试运行
期间中长期市场合同电力曲线调整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称，四川
拟于 8 月 15 至 18 日开展现货市场连
续调电试运行。

《通知》指出，交易平台将自动对四
川省内中长期市场合同进行曲线分解：
首先， 将各市场主体 8 月所有省内中
长期合同电量平均分配至各日形成日
电量；然后，将日电量分解为日内 96
点曲线， 其中低谷弃水交易日电量平
均分解到低谷时段 32 点， 铝电合作
交易日电量平均分解到全天 96 点 ，
其余交易日电量按丰平谷三段曲线
分解 （0:15-9:00 时段电量占日电量
比例 20%； 9:15-18:00 时段电量占日
电量比例 50%；18:15-24:00 时段电量
占日电量比例 30%）。各时段交易价格
均为中长期市场合同价格。

《通知》还明确，购售双方可以通
过 D-2 日双边调整、D-2 日挂牌交
易对省内中长期市场合同曲线进行
调整。 D-2 日双边调整由购方在交
易平台对已分解的中长期市场合同
曲线进行调整、售方确认。 （川电）

云南上半年全社会
用电量同比增 7.8%

本报讯 云南省能源局日前发布的
《2020 年上半年全省能源工业生产、投
资完成和消费情况分析》显示，云南省 6
月全社会用电量 161.92 亿千瓦时，环
比增长 4.6%；1-6 月，全省全社会用电
量 885.74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7.8%，
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 8.77 亿千瓦时，
同 比 增 长 8.6% ； 第 二 产 业 用 电 量
628.5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4%；第三
产用电量 112.95 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
2.4%；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135.51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9.8%。

上述分析显示，上半年云南电力市
场化交易规模持续扩大。6 月，云南省内
市场化交易电量 104.19 亿千瓦时，环比
增长 0.1%；1-6 月云南省内市场化交易
电量 581.77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3.
77%；平均成交价 0.22617 元/千瓦时，为
企业降低用电成线 49.45 亿元。 （滇能）

本报讯 中电联 8 月 13 日发布的
《2020 年 1-7 月电力消费情况》（以下简
称《情况》）显示，1-7 月，全社会用电量降
幅持续收窄， 第一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
用电正增长；全国 18 个省份全社会用电
量同比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和
制造业累计用电量负增长； 黑色和有
色行业累计用电量正增长。

数据显示，1-7 月， 全国全社会用电
量 40381 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 0.7%， 7 月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6824 亿千瓦时， 同比
增长 2.3%。 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 458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8.8%；第二产业用电量
27111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1%；第三产
业用电量 6498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5%；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6314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7.6%。

1-7 月，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社
会用电量分别为 18881、7528、11583 和
2389 亿千瓦时，同比增速分别为-2.2%、-
3.2%、3.7%和-0.1%。 其中，东、中、西部和
东北地区 7 月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
2.0%、-4.1%、7.8%和 2.4%，东、中部地区全
社会用电量增速比 6 月回落 4.4 和 9.6 个

百分点，西部和东北地区全社会用电量增
速比 6 月提高 0.8 和 2.0 个百分点。

1-7 月，包括云南、内蒙古、甘肃等在
内的 18 个省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7 个省份 7 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情况》显示，工业和制造业用电方
面，前 7 个月，全国工业用电量 26632 亿
千瓦时，同比下降 2.1%，占全社会用电
量的 66.0% 。 全国工业用电量 7 月达
4508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9%。

1-7 月，全国制造业用电量 19993 亿
千瓦时，同比下降 1.9%。 其中，四大高载
能行业用电量合计 11244 亿千瓦时，同比
下降 0.4%；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
4046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5%；消费品
制造业用电量 2567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7.4%，； 其他制造业行业用电量2136 亿
千瓦时，同比下降 1.2%。

高载能行业用电方面，前 7 月，化工
行业用电量 2524 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
2 . 8% ； 建材行业用电量 1986 亿千瓦
时，同比下降 2.4%；黑色金属冶炼行业
用电量 327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3%；

有色金属冶炼行业 3462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2.0%。

7 月份，全国制造业用电量 3324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4.1%，增速比上年同期
回落 0.3 个百分点； 化工行业用电量 389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3%，增速比上年同
期回落 6.2 个百分点； 建材行业用电量

354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7.6%， 增速比
上年同期提高 2.8 个百分点； 黑色金属
冶炼行业用电量 518 亿千瓦时， 同比增
长 4.3%， 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5.8 个百
分点 ； 有色金属冶炼行业 504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
高 1.6 个百分点。 （钟莲）

中电联：前 7 月黑色和有色行业累计用电量正增长

■本报实习记者 赵紫原

专家指出，在目前的价格下，储能参与深度调峰尚不具备经济性，政策缺乏可操作性。能否打
开深度调峰市场，还要看储能自身成本下降程度和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健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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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分月全社会用电量及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