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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电力系统要求电网构建价值创造体系
提高双向互动、局域平衡等能力，解决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接入条件下的安全运行问题

聚焦新一代电力系统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苏苏南南

消缺除患

达标！ 2020年甘肃新能源利用率突破 95%
国网总体已于 2019年提前一年实现新能源利用率达 95%以上目标

今年以来， 多位业界人士相继表示，
“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力工业高质量发展
需要构建新一代电力系统，如在前不久的
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法制和体制
改革司司长朱明指出，“十四五”可再生能
源面临消纳和接入两个问题并存，要解决
消纳问题，就要加快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
生能源发展的新一代电力系统。

那么， 究竟什么是新一代电力系统？
我国如何构建新一代电力系统？对电力系
统的重要平台电网来说，有哪些机遇和挑
战？ 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调研。

新技术是推动力

受访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新一代电力
系统主要包括以下技术特征：高比例的可
再生能源、充足的系统灵活性、高标准的
系统可靠性、坚强智能的输配电网、泛在
的智能用电设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能
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冯永晟对记者表
示，可再生能源发电消纳和接入有两个核
心要点：电网和价格。 坚强智能电网是适
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电快速发展的物
理基础，开放高效的电力市场是支撑可再
生能源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

在冯永晟看来， 电力系统离不开能源

互联网，电力系统升级需要有更广阔的视
野，需要助推能源转型、能源替代，特别是
在提升终端电能替代水平方面，需要有互
联网理念。 实际上，电力系统是能源互联
网的基础和核心。

“能源互联网有很多含义， 目前谈到
的能源互联网强调的是信息技术更加广
泛的应用及用户互动机制更加友好的实
现，要实现这样的能源互联网，需要每一
个主体积极参与，也需要政府合理引导。 ”
华东电力设计院智慧能源室主任吴俊宏
对记者表示，虽然新一代电力系统不等同
于新一代电网，但能源互联网却要求新一
代电网具备更灵活、更智能的特点，它是
实现能源互联网的基础条件。 “新型输配
电技术、电力物联网等新技术广泛应用将
是电网企业在构建新一代电力系统中的
发展机遇。 ”吴俊宏指出。

冯永晟认为， 电网企业要实现平台
化转型，作为能源、信息流的聚合平台，
需依托网络基础设施升级， 以更公平开
放高效的平台接入并支撑能源市场繁荣
与发展， 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丰富能源服
务品种、创新能源服务模式、繁荣能源服
务业态、提升能源消费品质。 同时，电网
企业要重视能源服务数字化转型， 着力
盘活海量能源数据， 更加高效地服务各
类市场主体。

面临诸多制约因素

据了解，新一代电力系统是以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为目标
而发展的，其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如何
兼顾原有电力系统格局，这既包括电网物
理结构格局，也包括电力体制格局。

“清洁低碳和安全高效并不是独立目
标，安全高效要围绕清洁低碳发展这一目
标。 ”吴俊宏对记者表示，在更大规模可再
生能源接入的条件下，如何保障电力系统
安全高效运行，才是新一代电力系统需要
重点解决的问题。

冯永晟直言， 目前构建新一代电力系
统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技术创新的学习
曲线瓶颈， 研发普及成本的合理分摊，毁
灭式创新进程中的成本与风险———表现
为技术问题，但背后还是经济问题。 如果
考虑到经济性，那么电力系统需要高效的
资源配置机制，新一代电力系统需要在安

全稳定的基础上，将清洁低碳的电力供应
与高质量的生产生活要求更加紧密地结
合起来。

“新一代电力系统建设还面临很多
挑战。 ”冯永晟对记者分析，如可再生能
源的传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依靠市场
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目前市场
建设仍比较滞后； 储能技术路线还不清
晰，研发成本较高，既需政策支持，又要
避免可再生能源补贴负担的覆辙， 而且
其未来的盈利模式仍取决于市场建设；
作为革命对象的化石能源， 将经历一段
痛苦的过程，如何确保过程稳健与公平，
既考验市场设计，也考验政府决心；电网
转型升级需要算好经济账， 政府针对自
然垄断环节的监管效能和效率都需提
高； 用户侧用电资产的盘活和能源消费
理念的转变， 既需要市场为用户提供更
多选择，也需要政府做好引导。

规划设计调度等也需革新

未来我国如何构建新一代电力系统？
在冯永晟看来， 以制度创新促进系统创
新， 在创新过程中找准市场与政府定位，
或许是构建新一代电力系统和能源互联
网的关键。

吴俊宏表示，新一代电力系统及未来
能源互联网建设本质是更多清洁可再生
能源以更高效、更安全、更经济的方式实
现生产、消费的闭环过程。一方面，需要鼓
励能源信息技术创新，让能源转换、能源
存储等关键技术能够不断突破； 另一方
面，除构成电力系统的源、网、荷、储等基
本环节的发展外，还需发挥市场机制的作
用，进一步推进电力体制改革，让能源交
易效率更高、交易成本更低。

国网能源研究院一位不愿具名研
究员介绍，构建新一代电力系统需按照
电力供需“紧平衡”原则开展规划，统筹
安全质量和效率效益 ，用好存量 、做优
增量，着力提升电力系统整体效率。 在
清洁能源将成为未来能源供应主体的
趋势下，电网成为能源生产与消费两侧
的关键连接点，这要求电网企业构建价
值创造体系，挖掘能源互联网共建共享
价值，如加强配电网的互联互通和智能
控制，提高双向互动 、局域平衡和相互
转供能力。

此外，业内人士还普遍认为，未来电
力系统将向全面清洁化、 更高水平电气
化、数字化、智能化、充分市场化演进，因
此，“十四五”电力系统规划、设计、调度、
运行等各个环节也需转型和革新。

开栏语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下， 可以预见的是，“十四五”
期间我国电力系统将向高比
例可再生能源接入、高比例电
力电子装备接入，以及骨干电
网与局域网、微网协调发展的
可持续综合能源电力发展模
式转型，构建以“广泛互联、智
能互动、安全可控、开放共享”
为特征的新一代电力系统。 那
么，新系统如何构建？ 还需克
服哪些困难？ 从本期开始，电
网版推出“聚焦新一代电力系
统”系列报道，探究其具体的
建设路径。

本报讯 记者王旭辉报道： 国网甘肃
省电力公司日前透露，2020 年甘肃外送
电量 520.16 亿千瓦时， 较 2019 年同比增
长 23.23%； 新能源发电量 385.40 亿千瓦
时 ， 同比增加 9.35% ， 新能源利用率
95.28%，较 2019 年提升 1.63 个百分点，创
历史最好水平。这意味着甘肃新能源利用
水平达到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清洁
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要求
的目标。

据了解 ， 《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全国
平均风电利用率达国际先进水平（力争达
95%左右）， 光伏发电利用率高于 95%。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服务新能源发展报告
（2020）》显示，2019 年，国网经营区新能源
弃电量 169 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 39%，新
能源利用率 96.8%，提前一年实现利用率

95%以上。 2020 年，国网继续巩固了这一
目标。

此前， 由于甘肃省内消纳空间有限、
外送通道不畅等因素，甘肃曾为全国弃风
弃光最严重的省（区、市）之一。 2016 年甘
肃弃风率 43%、弃光率 30%，新能源利用
率仅为 60.18%， 新能源消纳问题十分严
峻。随后，国网甘肃电力制定目标，力争弃
风弃光矛盾在 2017-2018 年得到有效缓
解，由 2016 年弃风率 43%、弃光率 30%逐
年下降 10%， 至 2020 年根本解决新能源
消纳问题， 弃风率、 弃光率控制在 5%以
内。 为此，国网甘肃电力通过加快电网建
设、开展电力市场交易等多项举措，推动
新能源消纳水平持续向好。

近年来， 甘肃建成酒泉-湖南特高压
直流工程，同时，哈密南-郑州、准东-皖
南、 青海-河南 3 条特高压直流工程过境

甘肃； 河西走廊 750 千伏第三通道建成，
甘肃与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电网通过
18 回 750 千伏线路联网运行，是西北电网
功率交换和电力输送的枢纽，并通过早广
线与四川联网运行，实现多省互济、大规
模泛在互联。 目前，甘肃跨区跨省输电能
力达 2930 万千瓦。

2020 年 9 月 23 日， 西北地区首个百
万千瓦级调峰火电工程、 酒泉-湖南特高
压配套调峰火电项目———甘肃电投常乐
电厂 1 号机组投产发电，再加上配套电网
相继投运，有力提升了该直流工程的输电
效率。 目前，酒泉-湖南特高压已实现 500
万千瓦大负荷运行，日均送电量突破 1 亿
千瓦时。

同时，国网甘肃电力通过西北区域跨
省调峰、控制区置换等多种手段，以常规
能源与新能源打捆的方式，推动甘电外送

至国网与南网经营区 21 个省（市、区），积
极扩大新能源消纳空间。 此外，2020 年，
国网甘肃电力还稳步做好电力现货市场
建设试点工作，4 月在全国第一家完成为
期一个月的长周期结算试运行，8 月开
始，现货市场连续运行；在西北区域首家
启动需求侧资源辅助服务市场，助力企业
降低用电成本；扩大自备电厂与新能源替
代规模……多项举措的共同作用下，甘肃
新能源水平不断提升。

下一步，国网甘肃电力将提早布局新
增跨省跨区外送通道， 加快推进陇东-山
东特高压直流工程，积极推动河西第二条
特高压直流工程研究，力争纳入国家“十
四五”规划研究范围，积极扩大陇电外送
规模； 进一步加强 750/330 千伏电网结
构，强化西北区域省间电网互济及资源配
置能力。

国网山东禹城市供电公司人员近日在 110 千伏创新园工程现场开展电力施工，该工
程跨越京沪电气化铁路及省道 S101，将完善当地 110 千伏电网结构。 韩景茹/摄

中卫供电积极应对
大风寒潮天气

本报讯 1 月 19 日，国网宁夏中卫供
电公司组织人员对所辖输电线路进行特
巡，认真检查大风寒潮天气袭击下电网设
备的运行状态，持续做好应对恶劣天气的
各项工作，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并切实做
好疫情防控期间的电力保障工作。

近期，中卫接连遭遇大风寒潮天气袭
击，该公司积极行动，结合电网布局和地
理地貌，扎实做好预判，认真开展电网风
险评估，结合实际对输电线路进行全面排
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郑绍陆 刘宣烨）

宁德供电特巡线路
确保客户用电无忧

本报讯 为做好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下的防灾减灾工作，连日来，国网福建
宁德供电公司输电人员密切跟踪天气
变化趋势，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开展线
路设备特巡。

期间， 该公司提前布置落实防雨雪
冰冻、防风、防寒各项措施，加强输电线
路在线监测和输变配设备特巡， 对持续
24 小时以上气温在零℃以下的线路加
强监测， 并对易受雨雪冰冻影响的中低
压线路积极开展通道清理。 （姜南昵）

临漳县供电
精准管控线损

本报讯 为持续降低台区线损，打击
窃电行为， 建立安全、 可靠的供用电环
境， 国网河北临漳县供电公司营销部近
日在用电检查班的基础上组建常态化营
业普查专班，治理长期线损异常台区，通
过逐户排查， 现场检查表计信息与系统
是否一致、表计接线是否正确、松动，并
测量电流与表计电流是否相符。同时，该
公司在负荷高峰时段尤其是夜间用电高
峰期，开展夜间突击检查，深层次挖掘线
损异常根源。 (樊彩娥)

黄岛供电
开展拉网式夜巡

本报讯 1 月 18 日，国网山东省青岛
市黄岛区供电公司组织各供电所对辖区
10 千伏线路及设备开展夜巡测温工作，
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入冬以来，青岛西海岸新区多次迎来
寒潮天气，造成大风降温降雪，致使新区
用电负荷持续增长，最高达 160 万千瓦。
为确保电网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该
公司专门组织夜巡，全覆盖、拉网式对全
区 10 千伏及以下架空线路、电缆、变压
器、环网柜等设备进行隐患排查，及时发
现白天不易发现的缺陷和隐患； 对发现
的隐患和缺陷进行统计分析， 并分类制
定专门的消缺和应急预案。 （张晓虹）

大名县供电
带电作业保民生

本报讯 1 月 17 日，国网河北大名县
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人员完成 10 千伏 046
线杆三圣果蔬有限公司带电接火作业，在
保障企业安全生产的同时，确保周边居民
温暖度冬。

近日气温持续走低，为保障民生用电
安全，该公司认真组织开展“保暖、保供、
保生产”活动，将“少停多供、能带不停”
作为各项工作的落脚点， 把保民生用电
放在第一位。 该公司对业扩接引制定带
电接引方案， 努力实现业扩全部带电接
引，从而达到设备检修、故障抢修不耽误，
实现客户用电不间断。 （郭永涛 周小磊）

峄城供电巡视线路
保障电网安全运行

本报讯 近日，天气持续降温，用电
负荷不断攀升，为保障安全可靠供电，国
网山东枣庄峄城供电中心积极开展线路
巡视， 增加巡视次数， 排查电网设备隐
患，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据了解，该中心主要是对 10 千伏线
路通道进行巡视，检查变压器、线路设备
运行状况， 认真对电杆和拉线基础、电
缆、隔离刀闸、线路开关、裸铝老化线路
等进行检查、记录，对杆号牌、防撞标识、
拉线护套等缺失情况进行统计， 确保设
备“零故障”稳定运行。 （刘西华）

涉县供电寒冬巡视
消缺保安全

本报讯 近期连续降温，为确保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 国网河北涉县供电公司
各基层供电所迅速启动防冻应急预案，
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和供电方式，对
重要设备和重点部位进行特巡； 增加对
配电设备巡视和排洪沟的检查、 疏通力
度；对设备进行红外测温，对可能影响供
电的设备缺陷及时进行处理。 同时，该公
司强化抢修应急管理， 认真执行所长带
班 24 小时值班制度。 （李越）

雅雅中中 --江江西西特特高高压压（（贵贵 22标标段段））贯贯通通

1 月 19 日，在贵州
省毕节市黔西县甘棠
镇 N1916 牵引场，随着
最后 2 根导线在牵引
绳的牵引下缓缓通过
N1916 号放线滑车，由
甘肃送变电公司承建
的雅中-江西±800 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线路工程 （贵 2 标
段）贯通。 程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