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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伏伏电电站站将将迎迎交交易易
■■本报记者 苏南

核心阅读

在我国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发展风、光等清洁能源
已成为愈来愈多央企的核心战略，不少公司一直在物色收购可带来稳
定回报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资讯

以系统性管控思维实现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浙浙江江湖湖州州：：光光伏伏照照亮亮绿绿色色经经济济

日前， 在浙江省湖
州市南浔区和孚镇，40
多万块太阳能电池板密
布在 4200 多亩桑基鱼
塘上，蔚为壮观。作为浙
江省最大的农业光伏项
目， 年发电量超过 2 亿
千瓦时，可以满足 10 万
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6.4
万吨。 人民图片

■■ 江卫良 刘勇 黄博文

日前， 湖南宁乡一家从事废旧电池回
收处理及电池材料生产的工厂发生起火爆
炸事故，引起业界广泛关注。根据该公司的
声明， 事故原因为：“因废渣堆放车间的废
铝箔起火发生燃爆事故”，长沙市应急管理
局的事故初步分析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以上信息表明， 本次安全事故和锂离子电
池并没有关联， 打消了公众对于锂离子电
池热失控引发事故的疑虑。 虽然本次事故
与锂离子电池无关， 但是锂离子电池储能
电站（以下简称“锂电储能电站”）的安全问
题仍然引起了人们的关切。

在我国“碳达峰 、碳中和 ”目标下 ，储
能作为支撑能源转型的关键技术，必将得
到大规模应用。根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
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 （CESA）的统计 ，
目前我国电化学储能总装机容量已经超
过 2.5GW， 其中锂离子电池占比 80%以
上，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 在未来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锂离子电池仍将是主流的电
化学储能技术路线。锂离子电池作为一种
比能量较高的能量存储介质，存在一定的
热失控风险，但并非不可管控。 对于锂电

储能电站的安全问题，我们既不能麻痹大
意，心存侥幸，也不能因噎废食，而应该直
面安全问题，科学地做好风险管控 ，将锂
电储能电站的安全风险降到可控范围，满
足大规模工程应用的要求。

首先要树立安全底线意识，重视安全成
本投入。当前，我国储能产业还处于商业化发
展初期，但储能行业低价中标之风却愈演愈
烈，导致储能厂商为了取得订单，不得不尽可
能降低储能系统成本。对于储能厂商来讲，提
高储能系统安全性的设计通常会增加相应的
成本，而低成本是摆在储能厂商面前的一道
坎，一味地低价中标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限制了储能厂商提升安全品质的空间。 作为
储能投资方来讲，安全运行是投资储能电站
的基本要求，在储能系统采购时应优先考虑
安全因素，摒弃低价中标模式，愿意为高品质
储能系统因为提高安全可靠性所增加的合理
成本买单。

其次要建立安全标准体系， 推动强制
安全认证。当前，我国储能安全相关标准正
在建设过程中， 一批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
相关标准正在编制阶段，包括国家标准《电
化学储能电站安全规程》（在编），团体标准
《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技术要求》（征求意
见）、《电化学储能电站检修规程》（征求意
见）等。鉴于我国电化学储能电站的装机规
模和发展速度， 亟需建立针对电化学储能
电站安全要求的标准体系， 包括强制性国

家标准，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储能产品、储
能电站的强制安全认证。 通过强制安全认
证，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价不同储能产品、储
能电站的安全水平， 促进整个储能行业安
全水平的提升。

再次要加强储能技术创新，构建多层级
安全防护体系。对于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热
失控的起因可能是由于锂离子电池本身或者
外部原因触发，造成锂离子电池发生内部短
路或外部短路，电池内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
量热量，引发正负极活性物质和电解液等发
生分解，导致电池起火或爆炸，进而引发周边
相邻的电池发生连锁热失控，事故蔓延扩散，
导致储能系统的热失控。

针对锂电储能系统热失控的特点，可
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储能系统的安全性，
按照“预防为主，多层级防护”的设计理念
来构建整个锂电储能电站， 开展以下几个
层级的安全设计：（一） 开展电芯创新技术
研发， 通过电芯安全结构设计和安全材料
选择，提升锂电储能系统安全水平，达到本
质安全。 （二）即使锂离子电池单体或外部
出现异常，通过 BMS、监控系统及消防系统
能够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理，不致引
起电池单体的热失控， 相关技术包括 BMS
技术、电池大数据分析预警技术、气体探测
技术等。 （三）即使发生电池单体的热失控，
通过热管理及消防系统能够有效抑制热蔓
延，将影响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致引起

系统级的热失控， 相关技术包括隔热设计
技术、 液冷技术、 局部精准消防技术等。
（四）即使发生系统级的热失控，能够通过
消防系统抑制火灾并发出警报， 给现场及
周边人员足够的撤离时间， 不致引起人员
伤亡，相关技术包括消防联动技术、细水雾
灭火系统、新型灭火剂自动灭火系统等。

最后要加强运行维护管理， 建立退役
回收机制。 锂电储能电站的运行维护需要
建立一支专业的运维队伍， 运维人员对锂
电储能系统要有足够的认知和技能， 在日
常维护中能够敏锐地发现问题与隐患，面
对突发问题时能够采取正确的处理措施，
避免小问题发展成大事故。 锂电储能电站
每运行一段时间后，需要进行定期检修，对
电池系统重新标定， 发现异常电池并进行
处理，避免“带病”工作。随着锂电储能电站
运行年限的增长， 电池的性能会发生较大
衰减，也进入了故障高发期，安全风险随之
增大，因此，应建立储能电池的强制退役机
制， 退役后的电池可根据情况进行梯次利
用或资源回收处理。

总之， 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问题是一
个系统性的工程技术问题， 可以在相关各
方的协同努力下， 通过科学的方法有效管
控风险，促进储能产业行稳致远。

（江卫良、刘勇供职于中国化学与物
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 黄博文供
职于国网湖南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多晶硅价格
涨幅明显

上周国内单晶复投料价格区间
在 8.9-9.2 万元/吨 ， 成交均价为
9.09 万元/吨， 周环比上涨 3.53%；
单晶致密料价格区间在 8.6-9.0 万
元/吨， 成交均价为 8.80 万元/吨 ，
周环比上涨 3.41%。

上周多晶硅市场价格延续上涨
走势，且涨幅环比有所增加，其中复
投料、单晶致密料、单晶菜花料成交
价涨幅均在 3%以上，多晶用料价格
也持稳微涨。 截至上周，国内多晶硅
企业 1 月份订单均已全量签订完
毕， 部分企业陆续开始签订 2 月份
订单，且成交价延续上涨走势，一方
面是越临近春节， 物流受限影响越
大，下游备货情绪也越浓厚，另一方
面硅片产能扩张如期释放， 实际需
求增加的情况下， 春节期间需要的
备货量也随之增长， 因此近期多晶
硅市场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增幅都
相对明显。

截至上周，国内 11 家在产多晶
硅企业维持正常运行， 在 1 月份国
内多晶硅企业几乎全部满产运行 、
供应大幅增加的情况下， 企业订单
在本月上旬就已签订完毕， 并比往
常提前至少一周开始签订下月订
单， 可见硅片扩产释放量刺激的实
际需求和下游为假期备货带来的预
需求大幅支撑了国内硅料需求的增
长。 国内各地区从 2 月份第一周开
始物流将陆续受到影响， 故预计 1
月下旬仍将是成交高峰，2 月份初在
物流停运前也会有部分散单、 急单
成交， 且多晶硅价格将继续维持上
行走势。 （刘晶）

华能千万千瓦级海上
风电基地落户漳州

本报讯 1月 21日，福建省漳州市政
府与华能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 华能集团计划在漳州
投资 1000 亿元，发挥在产业链上下游
影响力， 引进海上风电装备制造龙头
企业入驻该市， 建设漳州外海千万千
瓦级海上风电能源基地和古雷开发区
综合能源基地等。 其中，计划投资 50
亿元建设新能源装备产业园区， 着力
引进海上风电、 氢能应用等相关装备
制造龙头企业， 打造集新能源技术研
发、装备制造、生产运维等一体化运营
基地，达产后年产值可达 500 亿元，同
时集中连片开发漳州外海千万千瓦级
海上风电资源。 古雷开发区综合能源
基地的建设， 将推进古雷石化基地热
电联产二期项目加快实施， 并开展垃
圾及污泥掺烧耦合发电、 天然气应急
调峰燃气发电等综合能源服务， 保障
石化基地能源供应安全。

此外， 华能集团还将在绿氢产业、
地热开发、抽水蓄能电站等领域深化与
漳州市的交流合作，助力漳州建设东南
沿海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 （苏奕斌）

中广核境内新能源
装机突破 2400万千瓦

本报讯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中广
核境内新能源在运装机总容量已突破
2400 万千瓦。 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
公司（简称中广核新能源）总经理助理
陈胜利日前表示，新能源作为中广核发
展的支柱产业之一，2020 年新增在运装
机 405 万千瓦，“十三五” 期间实现了规
模“翻一番”的发展目标，装机规模居国
内新能源企业第一梯队，已成为我国新
能源行业发展的主力军。

“继将核电打造为国家名片后，中
广核又打造出了一张鲜亮的企业名
片———海上风电。 ” 陈胜利表示，中广
核新能源继承核电的优秀基因，用核电
标准建设海上风电。 2020 年建成投运
的广东阳江南鹏岛 40 万千瓦海上风电
项目，是国内首个单体大容量在运海上
风电项目，也是广东省首个全场投运的
“双十” 海上风电项目。 浙江岱山 4 号
23.4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从核准到并
网发电仅用时两年， 创下国内最快纪
录。浙江嵊泗 5、6 号项目更是实现了当
年海上主体工程开工、当年首批机组并
网发电。

据介绍， 中广核海上风电已布局广
东、福建、浙江、江苏、广西等沿海多省。
目前在建海上风电项目中， 福建平潭海
上风电项目已完成 12 台风机吊装，其中
8 台风机已并网。 江苏如东 H8 号项目
已完成 2 台风机吊装， 汕尾后湖项目已
完成 3 台风机吊装， 惠州港口一期项目
已完成首台基础沉桩开工。 （胡馨月）

热热潮潮

协鑫新能源近日发布公告称， 其间接
附属公司苏州协鑫新能源与北京能源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北京联合荣邦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北京联合荣
邦”）订立光伏电站购股协议；江山控股近
日连发公告称，出售四个太阳能项目公司
全部股权、拟出售榆林市江山永宸新能源
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拟出售玉门市永联科
技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等。 除协
鑫新能源、江山控股外，天合光能、东方日
升、晶科电力、振发新能源等企业均开始
“甩卖”光伏电站。 数据显示，2020 年，国内
主流光伏电站交易金额创新高，超过 70 多
亿元。

受访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光伏电
站是优质资产， 被迫出售通常是为了补
充流动性资金。 鉴于目前光伏电站的交
易情况，预计“十四五”期间，光伏电站资
产交易规模有望继续加大， 交易规模或
达每年 5GW。

巨额债务压顶 “甩卖”电站“回血”

记者采访获悉，出售光伏电站的主要
原因是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拖欠，致使企
业现金流困难。 “十三五”以来，伴随电力
体制改革的推进，市场化交易进一步降低
了基础部分电价，导致企业现金流无法支
撑日常运营，同时，因扩张积累的巨额债

务又像悬在头上的“定时炸弹”，这迫使企
业不得不出售电站求生。

去年一年，协鑫新能源、振发新能源、
顺风光电、富阳新能源、晶澳科技、爱康科
技、晶科科技等十多家企业“挥泪甩卖”光
伏电站。 其中，协鑫新能源出售的电站最
多，接手的企业涉及中国华能、中国核能
科技、国开新能源、徐州国投、北京联合荣
邦、湖南新化六家。

以苏州协鑫新能源与北京联合荣邦
的交易为例，交易现金所得净额约 2.02 亿
元，有关款项用于偿还其债务。 交易完成
后，由于已出售的光伏电站的溢利、亏损
以及资产及负债将不再纳入综合财务报
表， 协鑫新能源的负债将下降约 3.92 亿
元，资产负债率将降低约 0.2%。

“协鑫新能源自 2018 年起， 持续削减
债务规模，优化财务结构。 ”协鑫集团相关
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2020 年初至今，协
鑫新能源已公布出售资产累计约 1753 兆
瓦，总回收现金流约人民币 64.10 亿元，可
使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约 5.6%，有效降低
财务风险。

在业内人士看来 ，受 “5.31”、补贴
退坡的影响，不少光伏企业如协鑫新能
源一样，遭遇营收增速放缓、利润下滑，
加之此前积攒的债务陆续进入兑现期，
企业的“解压”之道自然是“瘦身”回笼
资金。

借势转型轻资产 优化资源配置

不少企业已在“自救”中逐步调整光
伏业务发展战略规划，借势转型轻资产模
式， 以提升企业光伏产业链整体运行效
益，优化资源配置。

如今，转移业务重心正在成为卖方企
业的重中之重。 以从事光伏玻璃镀膜技术
的亚玛顿为例，去年 12 月底向中核山东能
源有限公司出售旗下总价 1.61 亿元的 4
项光伏电站资产，用意明显将精力投入到
超薄光伏玻璃产品。 今年 1 月初与晶澳科
技签订了总金额约 21 亿元的光伏镀膜玻
璃采购大单。 “亚玛顿前期自建组件产能
和光伏电站，主要目的在于推广超薄双玻
组件。 随着双面双玻组件市场认可度提
高，渗透率提升，自 2017 年以来，亚玛顿开
始调整光伏业务发展战略规划，陆续出售
存量电站项目，将业务重心转向光伏玻璃
的生产。 ”申港证券分析师贺朝晖分析，此
举有利于该公司减少财务费用、提高资产
流动性，实现轻资产运营。

无独有偶。协鑫新能源从 2018 年底开
始，围绕从重资产业务模式向轻资产转型
升级的发展策略。 “近两年，重点推行‘开
发转让、建成出售、服务输出’轻资产经营
模式，以引进战略合作伙伴。 ”上述相关知
情人士向记者表示。

当然，并非所有企业都可以通过甩卖
电站“瘦身”成功，那些在备案手续、土地、
并网手续等不合规的光伏电站则难以成
为市场争抢的“香饽饽”。

选择性收购 加大投资力度

目前来看，接手光伏电站的企业以央

企为主。 受访的人士一致表示，在我国明
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发展风、
光等清洁能源已成为愈来愈多央企的核
心战略，不少公司一直在物色收购可带来
稳定回报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随着光伏平价及补贴政策的明晰，存
量项目确定性进一步增强。 ” 三峡新能源
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央企接手存量光
伏电站并非全盘接手，而是有选择性的针
对优良资产进行收购，作为企业新能源领
域规模增长需要。 ”

在中广核新能源一位高层人士看来，
央企接手光伏电站以后，会通过整体布局
资金平衡科学管理，算总账，保持稳定的
收益。 特别是把民企的高利率融资进行质
换，电站的收益肯定比民营企业管控的时
候要好。“3060”目标的提出，将使新能源在
未来迎来新一轮大发展，如今各央企都在
拼命“圈地”和并购项目。 “中广核新能源
在‘十四五’还将继续加大新能源投资力
度，预计不会低于每年新增 600 万千瓦。 ”

随着传统电力央企加大新能源业务
板块投入力度，地方国企和部分民企迅速
进入新能源行业，光伏电站交易市场竞争
日趋白热化，“十四五”期间有望从每年 2-
3GW 交易规模提升至 5GW。 资金充沛的
企业在加速抢占更多光伏电站资源，比如
北京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正与协鑫新
能源积极推进其他批次光伏电站出售事
项，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能达成及落实签
署更多出售光伏电站协议。

除了抢占市场外， 业内人士认为，在
平价去补贴的背景下，央企对未来光伏电
站运营还需要多方考量，比如，通过降低
项目非技术成本控制项目建设成本，保障
收益； 项目建成后通过建立集控中心、区
域化运维机构，降低运行成本，提质增效。

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