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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2020年新能源利用率达 97.1%
同比提高 0.3个百分点，全面完成国家清洁能源消纳三年行动计划

低碳转型

工程

“十四五”藏电外送大幕将启

本报讯 记者王旭辉报道： 近日，《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0 社会责任报告》发
布，数据显示，该公司 2020 年新增风电、太
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 亿千瓦， 同比增长
116%；新能源利用率提升至 97.1%，同比提
高 0.3 个百分点， 国家清洁能源消纳三年
行动计划目标全面完成。 据统计， 截至
2020 年底，国网经营区风电、太阳能发电
并网装机达 4.5 亿千瓦，较“十三五”初增
长 3.1 亿千瓦；装机占比达 26.3%，较 2015
年提高 14.4 个百分点；21 个省（区）新能源
成为第一、第二大电源。

“国网已成为世界上输电能力最强、
新能源并网规模最大的电网。 ”国网宣传
部副主任马家斌介绍，“累计建成投运‘十
四交十二直’26 项特高压工程。 ”

具体而言，2020 年， 国网全力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 围绕引导有序发展、加
快电网建设、加强统一调度、扩大市场交
易等六个方面组织实施 32 项重点工作，

多措并举、度电必争，举全网之力促进新
能源开发利用。

对此， 国网发展部副主任张正陵介
绍：“公司从系统整体规划着手，科学测算
并公布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出分省装机布
局建议； 开展补贴项目清单申报和审核，
已公布十二批清单，项目总规模超过 1 亿
千瓦； 在 27 家省级电网部署应用新能源
云平台，为发电企业和广大用户提供项目
接网、补贴申报、信息咨询等全流程一站
式服务。 ”

同时，国网还加快电网建设，增强资源
配置能力。 该公司积极支持新能源优先就
地就近消纳，累计并网分布式光伏 7228 万
千瓦、同比增长 25%；建成投运青海-河南
特高压直流、 张北柔性直流电网试验示范
工程等重点项目；通过推动配套电源建设、
加强受端网架等措施， 提升在运特高压直
流输电能力，平均利用时间提高 310 小时。

在加强统一调度、 提高利用水平方

面，国网不断完善适应高比例新能源运行
的技术和管理体系，根据新能源预测结果
优化火电开机， 安排火电机组停机调峰，
为新能源腾出消纳空间；持续在区域内优
化省间旋转备用共享，充分利用抽水蓄能
电站调节能力，新能源大发期间抽水蓄能
电站全容量增抽满发；通过推动新能源涉
网技术改造，提升青豫、吉泉、鲁固、锡泰
等直流送电能力。

此外， 国网还积极扩大市场规模，拓
展新能源消纳空间。 该公司推动甘肃、山
西等 6 个试点省份现货及辅助服务市场
建设，积极开展风火打捆外送交易、发电
权交易等多种交易，完成新能源省间交易
电量 915 亿千瓦时； 完成替代电量 1938
亿千瓦时。

随着我国作出碳达峰、 碳中和承诺，
为今后能源转型指明了目标和任务，对
此，国网将加快推动电网向能源互联网升
级。 “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源网荷

储各环节协同发力，其中，在能源供给侧，
要构建多元化的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在能
源消费侧， 要全面推动电气化、 节能提
效。 ”张正陵指出。

具体而言，在能源供给侧，要大力发展
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其中，要最
大限度开发风电、 光伏发电， 大力发展水
电，安全高效推进核电；按照增容减量的原
则，推动清洁高效利用煤电，即有序扩大煤
电装机容量，但要控制、减少其发电量，发
挥煤电的托底保障作用， 更多地承担电力
系统顶峰、调峰作用；加强调节能力建设，
推动抽水蓄能、气电、煤电灵活性改造及大
规模储能等建设；加快新能源发电、电网、
氢能利用、碳捕捉等能源技术创新。

在能源消费侧，要合理控制能源消费
总量，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加强能效
管理，提高全社会整体能效；加快电能替
代；通过完善市场手段、价格引导等机制
挖掘需求侧响应潜力。

本报讯 记者王旭辉报道：继《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 要求以
来，西藏自治区印发的“十四五”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指出， 推动雅
鲁藏布江、金沙江、澜沧江等流域水风光综
合开发，快速推动藏电外送规模化发展，建
设国家重要的清洁能源接续基地。 这意味
着西藏水电开发大幕启动， 配套电网建设
也将同步跟进。

据了解，随着乌东德、白鹤滩、雅砻江
等川滇水电站相继开发， 水电站开发建设
将逐渐西移。可以说，开发水电既是西藏自
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接续川滇送
电、带动西藏新能源开发和外送、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需要。 数据显示，我国水
能资源蕴藏量在 6.76 亿千瓦以上，为世界
之最，其中，西藏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在 2

亿多千瓦左右，占全国的 30%，居各省区市
之首，主要集中分布在雅鲁藏布江、怒江、
澜沧江和金沙江干流。

对此，西藏“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 加快雅鲁藏
布江中游、澜沧江上游西藏段水电开发，研
究推动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规划建设并适
时启动相关工程，加快推动金沙江上游（藏
川段）清洁能源外送通道建设。水电建成和
在建装机容量突破 1500 万千瓦，加快发展
光伏太阳能、 装机容量突破 1000 万千瓦。
完善西藏电网骨干网架， 加强与西南电网
互联。科学开发光伏、地热、风电、光热等新
能源，加快推进“光伏＋储能”研究和试点，
大力推动“水风光互补”，推动清洁能源开
发利用和电气化走在全国前列。

此外，2021 年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也
指出，抓好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水电基
地等能源项目。

水电等清洁能源开发外送离不开坚强
电网。 近年来， 国网持续加强西藏电网建
设，相继建成青藏联网、川藏联网、藏中联
网、阿里联网 4 条“电力天路”。 其中，2011
年 12 月，青藏联网结束了西藏孤网运行历
史， 西藏实现与西北电网联网；2014 年 11
月，川藏联网投运，使得昌都电网与四川电
网接通， 结束了昌都地区孤网运行历史；
2018 年 11 月，藏中联网投运，实现青藏联
网与川藏联网互联、藏中与藏东电网互联，
显著增强西藏中东部地区的电网结构。
2020 年 12 月，随着阿里联网工程投运，结
束阿里电网长期孤网运行历史， 西藏主电
网进一步覆盖全部 74 个县和主要乡镇。

为推动金沙江水电开发外送， 国网
2020 年初曾研究编制了《2020 年特高压和
跨省 500 千伏及以上交直流项目前期工作
计划》，要求加快推进金上水电外送工程预
可研， 纳入国家电力统一规划后开展科研

设计一体化招标。 随后，该公司明确，将科
学编制电网“十四五”发展规划，推动西藏
及涉藏州县重点工程纳入国家和省（区）两
级规划，补齐西藏及涉藏州县主网短板；将
结合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和川藏铁路配套
供电工程建设， 进一步加强西藏与西南电
网联网，完善西藏内部网架结构；适时扩建
青藏直流，推动西藏水电加快建设。

截至目前，国网已掌握±11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及高电
压等级柔性输电技术；该公司在青海电科
院建设了高海拔高电压实验室高压试验
大厅，这是我国单体跨度最大、净空高度
最高的高压试验大厅 ， 具备开展交流
1000 千伏、直流±1100 千伏高海拔外绝缘
试验研究和±800 千伏换流变出厂试验能
力。 业内人士表示，藏电外送配套电网建
设的技术问题不大，关键是协调解决环保
水保等其他问题。

近日 ，国网安徽滁州市
供电公司在定远县青岗村
境内开展了跨铁路输电线
路断线事故 应 急 演 练 ， 模
拟跨京沪高铁输电线路故
障断线 。 演练旨在磨合电
力应急抢修队伍 ， 提高处
置跨铁路输电线路故障应
急抢修能力，确保输电设备
安全稳定运行。 图为电力人
员在 40 多米高空检查输电
铁塔和线路。 宋卫星/摄

滁滁州州开开展展跨跨铁铁路路输输电电线线路路事事故故应应急急演演练练

优化营商
本报讯 “今年， 全省共 1621 家企业

（2.2 万户）参加直购电年度交易，交易规模
579.48 亿千瓦时，占售电量的 57.55%，预计
可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约 15 亿元。 交易户
数 、 交易电量同比分别增加 46.67% 、
8.35%。 ” 近日，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完成
2021年年度直购电年度交易， 为国网系统
除北京、重庆、安徽、黑龙江、湖北公司外第
6家全面完成直购电年度交易的单位。

“太好了，今年给我们铁合金行业实行
‘分段阶梯’+新能源高配比的产业扶持政
策后，对我们降低用能成本、提高市场竞争
力提供了有力支持。 ”2 月 3 日，腾达西北
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孔令卿高
兴地介绍刚完成的直购电交易，“我们公司
属于年度用电量在 5 亿千瓦时以上的企
业，今年的交易按照 13%配比新能源，与 1

亿千瓦时以下的企业配比 5%新能源相比
足足增加了 8 个百分点。 ”

孔令卿所说的“分段阶梯”是今年国
网甘肃电力为企业降本增效推出的新实
惠。 据了解，为降低企业用电成本，该公
司对铁合金、电石、碳化硅、氯碱化工四
个行业首次采用“分段阶梯”+新能源高
配比产业差异化扶持引导模式， 即用电
量越多，新能源（电价更便宜）电量配售
比例越高， 用电量规模 1 亿千瓦时以上
的 93 户企业因此多享受近 3 亿元的扶
持鼓励。 此外，该公司还对大数据、新材
料、5G 基站、 电解铝及其他普通大工业
用户也实行一定的新能源配售比例，2.2
万户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 共计
享受约 15 亿元的降本红利。

据了解， 为快速高效完成 2021 年度
直购电交易工作，国网甘肃电力有效化解
分段签约、统一出清、新能源出力等影响
交易进度的难点问题，严格按照输配电价

执行要求，及时组建市场化电费结算柔性
团队，横跨财务、调度、营销、交易“四大专
业”、贯通财务管控、调控 TMR、“网上国
网”APP、 售电系统、SG186 营销系统、交
易平台等“六大系统”，利用 50 多天时间，
高效完成适应输配电价模式的市场化售
电系统改造，同步开发“网上国网”APP 直
购电申报功能， 全力保障直购电电费结
算。 该公司自去年 10 月份启动直购电交
易工作以来，共组织了 3 批 12 次交易，确
保了直购电年度交易工作顺利完成。

同时， 为进一步优化直购电交易流
程，国网甘肃电力大胆创新，在发电企业
采用“免申请”方式的同时，将电力用户市
场主体“两级审批制”全面调整简化为“自
主承诺制”，同步取消省、市两级多部门联
合集中审批环节，进一步简政放权，充分
信任电力用户，有效助推电力用户征信体
系建设， 推动直购电申报时效全面提速，
电力用户申报更加简便快捷。

此外，该公司还积极相应国家市场化
改革要求，首次在电解铝、铁合金、电石、
碳化硅、氯碱化工五大行业试点推行 8 个
时段申报，同步将“月结季清”模式调整为
“月结月清”，并结合甘肃省发电特性配套
调整峰谷时段，分为销售电价时段和市场
化用户时段，为甘肃省双边现货市场建设
衔接提前做好准备。

“2021 年直购电交易中，我们以‘分
片组织、线上实施’的交易新模式，在交
易平台推出 11 项非接触式服务措施，并
采用‘保量保价’‘保量竞价’及‘竟量竟
价’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开展了大规模多
对多挂牌交易，一改以往单方挂牌、多方
摘牌的方式，交易摘牌率高达 2600%，交
易成功率大幅提升。同时，首次开展省内
竞量竞价直接交易， 并同步优化出清原
则，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保障了交易有
序开展。 ”国网甘肃电力营销事业部营业
电费部主任黎启明介绍。 （李保华）

甘肃直购电交易占比近六成
在铁合金、电石、碳化硅、氯碱化工四个行业首次采用“分段阶梯”+新能源高配比模式

南昌-长沙
特高压交流工程开工

本报讯 近日，南昌-长沙 1000 千伏
特高压交流工程在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
泗溪镇马岗村开工， 江西将迈入特高压
电网时代。 该工程作为华中特高压环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电网公司“十四
五” 首条特高压交流工程， 计划年内投
运。 届时，湘赣断面将形成 2 回特高压联
网格局，实现江西、湖南电网互联，西北
风电、光伏发电与西南水电互济，推动实
现清洁能源在华中电网统一消纳与跨省
优化配置， 对于促进江西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南昌-长沙工程将在南昌和
长沙各建一座 1000 千伏交流变电站，线
路大致由东向西， 基本与±800 千伏宾金
线平行走线。江西段线路途径南昌、抚州、
宜春 3 个市、7 个县（市区）、30 个乡（镇），
总长 2×229 公里，新建铁塔 531 基，其中
206.7 公里在宜春市境内走线， 占线路全
长 90%。 （薛永冰 汪志祥）

天水首家智能数字化
供电营业厅开启服务

本报讯 近日， 国网甘肃天水供电公
司龙城广场营业厅经过 3 个多月的装修
升级，由传统的 A 级营业厅升级为智能数
字化营业厅。作为天水首个智能数字化供
电营业厅，这里实现了设备互联、系统互
通、数据共享，展现了国家电网先进的供
电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

据了解，营业厅分为引导区、综合能
源展示区、e 享家体验区、 综合业务办理
区、车联网展示区、扶贫展示区、VIP 客户
区、自助业务办理区、用户等待区、网上
国网体验区十大功能区域。 其中，e 享家
体验区主要打造国网线下体验店， 让客
户体验到家用电器的智能化及便捷性；
车联网展示区为客户展示了天水地区充
电桩数据点位等； 扶贫展示区对天水地
区扶贫产品及扶贫活动进行宣传……

接下来， 广场营业厅将继续升级，以
实现环境更友好、服务更优质、运营更高
效的智能化服务新模式，打造客户一站式
全过程复合营销型服务场所 。 （郑洁琼）

南平创新乡镇
供电服务机制

本报讯 2 月 18 日， 节后上班第一
天， 国网福建南平供电公司在邵武市举
行 “供电所所长总承包制” 协议签订仪
式， 在邵武市 6 个供电所全面实施业务
总承包制， 标志着国资国企改革在基层
落地。

据了解，“供电所所长总承包制”是由
供电所所长负责，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赋
于供电所所长充分的经营自主权、选人用
人权、薪酬分配权，供电所在完成传统业
务的基础上，承接增量业务，促进供电所
员工全面发展，服务乡村振兴。

通过“供电所所长总承包制”，加强配
电网和农网发展规划的统筹协调，完善乡
镇电网基础设施，提高电网质量，乡镇停
电时长年均将下降 10%。 同时，供电所将
全面深化“阳光业扩”，高低压全过程办电
时长将分别压降 26.9%和 59%， 小微企业
接入公用变压器户均办电成本全免，着力
构建便利化、透明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办
电模式。

此外，在“供电所所长总承包制”协
议中，供电所还将完成“电力枫桥”经验
项目落地实施， 开展 “我与客户见一次
面”活动，完成 10000 户用电客户见面；
落实台区经理属地化服务工作， 实现台
区经理与乡镇网格员“两网”全面融合，
重点解决电力纠纷， 做好服务风险管控
等工作。 （朱丽 郑丽玉 庞成志）

江阴供电率先实施
综合不停电作业法

本报讯 近日，国网江苏江阴市供电
公司在该市周庄镇龙山西路南侧的 10
千伏世龙线忠巷东支线 06 号杆处，实施
了全省首例应用移动储能车综合不停电
作业法更换柱上断路器作业。

此次作业主要将原有分段柱上断路
器更换为一二次融合自动化柱上断路器，
作业中采用综合不停电作业技术，既保证
10 千伏世龙线供电正常， 又以移动储能
电源车作为旁路电源，保障忠巷东支线下
的忠巷东箱变正常供电，使其供电范围内
的 60 多家居民用户和 10 多家商铺在作
业时间内用电不受影响。加上一二次融合
自动柱上断路器已在该公司配网工程建
设装配化车间提前完成组装和调试，作业
仅用 2 个小时。

自 2019 年 12 月江阴市供电公司成
立江苏省首家县级不停电作业中心以
来， 不断拓展第四类不停电复杂作业新
领域。据统计，2020 年该中心开展不停电
作业 1658 次，多供电量 644.8 万千瓦时，
减少停电 21.65 万时户数，2020 年用户
平均停电时间降至 2.93 小时，较 2019 年
的 5.34 小时下降 45%，2021 年该数据有
望进一步降低。 （奚艳）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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