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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辅助助服服务务市市场场支支撑撑新新型型电电力力系系统统建建设设
专专家家呼呼吁吁应应通通过过机机制制创创新新体体现现电电力力辅辅助助服服务务价价值值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苏苏南南

“宁电入湘”特高压直流工程或提速

在受访的业内人士看来，完善电力辅
助服务市场的最终目的是，电力系统有恰
好足够的辅助服务资源用于保证系统的
实时平衡。

吴俊宏对记者表示，完善电力辅助服
务市场需要重视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引
导和培育更多主体参与辅助服务市场 。
随着能源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行业对
电力商品属性认识的提升，辅助服务参
与者不再局限于电源主体。储能、配售电
公司、微电网、虚拟电厂甚至独立电力用
户，都将是参与辅助服务的重要力量。充
分调动电力系统中每一个参与者的积极
性， 才会让电力系统运行效率更高 、运
行成本更低。二是保障服务参与者有足
够的经济预期。辅助服务市场本质是市
场行为，需要给予参与者足够的收益预
期。仅是政府鼓励或规划是不够的，比如
“十三五”火电灵活性改造目标完成率不
高， 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一些电厂
并不看好火电灵活性改造带来的经济回
报预期。

“经济预期可以是多方面的，既可以通

过完善辅助服务市场机制让其在市场中
得到价值体现，也可以通过市场以外的机
制创新在其他方面得到价值体现。 ”吴俊
宏表示，比如一些地区强制要求新能源电
站配置储能或优先考虑配置储能的新能
源电站获得建设指标，这一方式有优化空
间，如果其他辅助服务资源对于新能源电
站来说更为经济，应鼓励考虑其他更为经
济的方式。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高级工程师韩寅
峰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电力辅助服务市
场发展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价格疏导，
即： 发电企业为电力系统提供辅助服务，
但电网企业却无法为之付费，建议相关部
门建立电力辅助服务价格疏导机制，使参
与者可以体现其价值。

曲昊源同样认为，需要尽快理顺价格
机制。电力辅助服务主要用于保障电力系
统安全稳定运行，属于公共产品，理论上
应由所有用户共同买单。目前辅助服务费
用主要由发电企业承担，亟需将辅助服务
费用疏导至用户侧，为逐步健全电力辅助
服务市场体系奠定基础。

目前，河北、浙江、安徽等 13 个省
级电力公司明确了需求侧响应资源和
储能设施的市场主体地位， 我国电力
辅助服务正在向服务多元化发展。

国网河南电力表示， 未来将不断
完善交易规则， 研究推进跨区电力辅
助服务交易， 并将储能设施和用户侧
资源纳入电力辅助服务市场， 逐步建
设调频辅助服务市场。 国网江苏电力
表示， 在不增加用户整体电费负担的
前提下，预计“十四五”期间可挖掘全
省 500-1000 万千瓦的用户侧调峰资
源， 有效破解辅助服务资源配置和清
洁能源消纳难题。 2021 年， 国网西北
分部将正式推广电动汽车客户参与调

峰辅助服务市场工作， 实现源网荷储
协同互动。 “我们正在和国家能源局华
中监管局对接， 今年将负荷侧的调节
资源纳入辅助服务市场。 ”华中电力调
控分中心调度计划处有关人士向记者
透露。

在曲昊源看来， 电力辅助服务市
场品种未来将趋于多元化。 目前我国
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的主要交易品种是
调峰， 通过火电机组参与深度调峰为
可再生能源增加消纳空间， 并获得相
应的经济补偿。 在电力现货市场运行
成熟、价格信号趋于完善后，可以通过
实时市场或实时平衡市场替代原调峰
辅助服务的作用。 电力辅助服务市场

应重点健全调频、备用辅助服务市场，
在新能源比例较高的地区， 还可以探
索建立爬坡响应等创新的辅助服务品
种设计。

华东电力设计院智慧能源室主任
吴俊宏认为， 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的战
略意义在于， 其是保障以新能源为主
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的基础。 虽然有些地区已经实现了可
再生能源平价甚至低于煤电上网电
价， 但是忽略了电力系统为保障可再
生能源消纳而产生的辅助服务成本。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的可持续
健康发展， 必然需要健全的电力辅助
服务市场为其保驾护航。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接
入，给电力系统调峰、调频带来很大压
力 ,各地不断探索更加灵活、高效的电
力辅助服务市场。目前，大部分省份建
立了相应的辅助服务市场， 品种上以
调峰辅助服务为主， 也有一些省份建
立了调频辅助市场。

国网能源研究院企业战略研究所
研究员曲昊源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构建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在新型电力系
统中的战略意义主要在于， 平抑高比
例可再生能源导致的出力波动。 尤其
是傍晚，光伏出力明显下降，这时亟需
可以快速爬坡的灵活调节资源，因此，

能够体现这类灵活调节能力价值的电
力辅助服务产品越来越重要。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试运行， 江西
省累计通过市场化手段调动调峰资源
消纳新能源约 1.6 亿千瓦时， 交易产
生补偿费用约 3661 万元；江苏省试运
行期间累计增加新能源消纳 430 万千
瓦时， 中标电力用户和售电公司共获
得辅助服务市场补助约 190 万元；河
南省去年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交易
共启动 300 天，平均挖掘调峰容量 320
万千瓦以上， 相当于减少弃风弃光电
量约 23 亿千瓦时；电动汽车客户参与
西北区域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试点期

间，最大调峰功率达 1598 千瓦，消纳
新能源电量 7986 千瓦时，直接为客户
节省 2529 元。

在刚刚过去的供暖季，华中区域省
间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在日前、日
内累计启动 64 次，以市场化方式调用
湖北、湖南、江西共计 20 家市场主体
为河南提供调峰支援， 最大支援电力
达到 240 万千瓦， 帮助河南实现新能
源减弃增发电量近 1.6 亿千瓦时，相
当于节约标煤 6.46 万吨，减少碳排放
4.35 万吨， 同时也为相关参与市场主
体带来了增量收益， 实现了市场参与
各方的提质增效。

江苏电力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近
日试运行； 江西电力省内辅助服务市场
正式运行； 电动汽车客户首次试点参与
西北区域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电力辅

助服务市场近期消息不断。
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目前各地的电

力辅助服务均处于初步开展和探索的状
态，不过，在缓解电网调峰压力及新能源消

纳问题上已初具效果。 在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过程中，辅助服务是支撑高比例新能源
大规模接入电网的必要措施， 也是支撑
“30·60”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能源增大系统调峰调频压力

重点发展调频和备用辅助服务市场

建立电力辅助服务价格疏导机制

核心阅读
电力辅助服务市场是保障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的基础。 虽然有些地区已经实现了可再生能源平价甚至低于煤电上

网电价，但是忽略了电力系统为保障可再生能源消纳而产生的辅助服务成本。

本报 讯 记者韩 逸 飞报道 ：3 月 25
日，湖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 《湖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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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
要》（下称《纲要》），对夯实能源保障网作
了全面部署。

在输配通道方面，《纲要》提出，要构建
“十纵八横六通道”的综合能源大受端。

《纲要》明确，将提升祁韶直流、雅江直
流利用率，加快“宁电入湘”特高压直流工
程前期工作，实现鲤鱼江电厂送电湖南。 建
成荆门-长沙-南昌交流和祁韶、雅江直流
相结合的强交强直特高压网； 优化完善电
网主网架，基本建成湘东“立体双环”网、湘
南“日”字型环网、湘西北和湘北环网，实现

500 千伏电网市州全覆盖和 220 千伏电网
县级全覆盖。

根据《纲要》，湖南将加强配电网升级
改造，全面提高城网可靠性和智能化水平，
将长沙打造为一流城市配电网， 实施农村
电网巩固提升工程， 着力加强县城电网建
设，全面提升农村供电能力，基本实现城乡
供电服务均等化。

“十三五”以来，湖南省以低于全国的
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高于全国的经济增
长 ，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
18.5%，超额完成国家目标 2.5 个百分点。能
源生产消费结构向清洁低碳方向加快转
变，呈“四升一降”良好态势：新能源装机规
模达 1145 万千瓦，占比由 5%提升至 23%；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提升至 47%； 非化
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至 20%， 高出全国 5
个百分点； 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占比提升
至 17%；煤炭消费占比由 59%降低至 55%，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累计从省外购入可再
生能源电量 624 亿千瓦时， 相当省内减少
调入煤炭 2446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5112
万吨。

与此同时， 受省内一次能源禀赋不
足、地处全国能源输送通道末端等因素影
响， 能源保供压力大，2017 年以来用电高
峰期间多次被迫采取有序用电措施，其中
2020 年迎峰度冬期间电力缺口尤为严重。
“十四五”，预计湖南用能需求仍将保持快
速增长，最大电力缺口超过 1000 万千瓦，

将面临降碳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双重压力。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民

进湖南省委会主委、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副厅长潘碧灵提出支持湖南建设第二条
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的建议。

宁夏新能源资源丰富、开发条件好、落
地电价低， 且可利用现有存量煤电加新能
源打捆送电， 不涉及新建火电导致碳排放
增加，更符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湖南和宁
夏两省区政府已经签订了“宁电入湘”特高
压直流工程战略合作协议。

潘碧灵建议从全局出发整体谋划，优
化完善电网布局，支持“宁电入湘”特高压
直流工程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并尽快核
准开工。

甘甘肃肃兰兰州州::元元山山 333300千千伏伏
变变电电站站工工程程正正冲冲刺刺

甘肃省年度重大建设项目———
元山 330 千伏变电站工程日前进入
最后冲刺阶段。 该工程 2020 年 4 月
开工建设， 将于今年 8 月底建成投
运。 项目建成后，兰州新区电网 330
千伏电源支撑将更加可靠，110 千伏
网架将形成贯通新区南北的完整链
式结构。 图为工作人员安装 2 号主
变压器导油管。 高卫/摄

关注

银东直流外送电量
突破3000亿千瓦时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记
者获悉， 截至 3 月 23 日， 宁夏通
过±660 千伏银东直流输电工程
（宁夏宁东—山东青岛），累计向山
东输送电量突破 3000亿千瓦时。

据了解， 该工程投运至今，相
当于就地转化 1.23亿吨标准煤，减
排 30657.75 万吨二氧化碳、8364
万吨碳粉尘、461.25 万吨氮氧化
物，为保障华东地区电力需求发挥
了积极作用，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

宁夏是国家“西电东送”工程
最早的重要送端，人均装机容量居
全国首位， 新能源送出量持续增
长。 银东直流是宁夏外送电力主要
通道之一，可将宁夏的风、光、火电
以直流输电形式“打捆”外送到华
东地区，对于缓解华东地区电力用
电紧张局面以及加快宁夏资源优
势转化具有重大意义。 据了解，±
660千伏银东直流输电工程由国家
电网公司自主研发、设计、建设，是
世界上首个±660 千伏电压等级直
流输电工程，其“电源端”银川东换
流站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占地约
430 多亩。 这条长 1300 多公里的
“电力动脉”，开启了我国“西电东
送”的北通道，也开启了宁夏电力
大规模外送新纪元。

银东直流工程自投运以来，已
累计安全稳定运行 4638 天， 是国
内送电量突破 3000 亿千瓦时用时
最短的常规直流输电系统，也是商
业运行效益最好的跨省区直流输
电工程，能量利用率连续多年位居
全国第一，充分发挥了超高压直流
输电“大容量、远距离、高效能”的
输送优势和大电网在能源资源有
效配置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
作用，助力宁夏电网实现由“普通
国道”向智能化“高速公路”的跨
越，有效解决了宁夏中北部地区新
能源弃光弃风问题。

聚焦新型电力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