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发进度滞后于系统需求，抽蓄后发优势明显

抽蓄装机占比偏低，
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偏弱

推进多规合一，按需求和资源条件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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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四四五五””抽抽蓄蓄投投产产规规模模将将大大幅幅提提升升
初步预计，年度投产规模约 500-600万千瓦，五年新开工电站规模 3000-4000万千瓦

■■本报记者 苏南

本报讯 “‘十四五’期间，浙能集团
将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将翻两番，
力争新增 2000 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
占比达到 28.8%； 大比例参股省内核电
项目，力争‘十四五’新增参股核电装机
500 万千瓦； 积极有序推动气电发展降
低碳排放， 碳达峰至碳中和过渡期间，
力争 200 万千瓦天然气机组建成投产。
做大做强节能环保产业，拓宽‘废水、废
气、固体废弃物’处理业务，努力成为整
体能源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 浙能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胡仲明在该集团今年
的二届六次职代会上描绘了碳达峰、碳
中和发展的发展蓝图。

近年来， 浙能集团深入践行 “四个
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在保
障浙江能源供应的同时，加快形成绿色
生产模式，致力于成为行业绿色标杆和
综合能源服务领跑者， 助力生态文明
建设和健康可持续发展。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浙能集团
全力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其中，可再
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 350 万千瓦 ，较
“十二五”末增长 280%；安全有序发展
核电，参股核电装机达 908.4 万千瓦；完
成天然气“县县通”工程，年供气量突破
百亿方；加快油气基础设施建设，建成
综合供能站 223 座，构建“两平台、四主
体、一条链、一示范”的氢能产业格局；推
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供电煤耗降至
294.77 克/千瓦时 ，较 “十二五 ”末下降
4.57 克/千瓦时， 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10

克/千瓦时；累计关停高能耗、高排放小
火电 88.4 万千瓦；垃圾发电装机规模达
59.5 万千瓦，形成了多能集成、节约高
效的低碳能源产业链。

技术创新方面，浙能集团超低排放技
术获浙江省首个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为我国 18 亿吨电煤清洁利用提供了解
决方案； 自主研制的船舶尾气高效混
合式脱硫装备 ，获国内首台 （套 ）装备
认定等国内领先业绩。

不仅如此，早在 2017 年，浙能集团就
设立了浙能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组建
了国内首支绿色能源产业基金。 随着全
国碳交易市场在今年 6 月底前上线交
易，浙能碳资产在试水借碳、碳远期等
基础上，正稳妥推进碳金融交易业务。
目前，绿能基金实现投资 75 亿元，浙能
碳资产已列入工信部 2020 年度首批节
能诊断服务机构， 获浙江省能源局授
予的 “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第三方

审核机构”资质。 同时，以枣泉、凤台、嘉
华电厂为试点开展碳配额远期交易试
点项目，已盘活碳配额 26 万吨，成功探
索出碳融资模式。

进入“十四五”，针对党中央和浙江省
委省政府提出的绿色低碳目标任务，浙能
集团紧抓落实， 着力研究协调好浙江省
能源保障和推进碳减排的关系，并提出
“十四五 ” 时期的发展目标 。 3 月 24
日， 浙能集团联合浙江省发展规划研
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合力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专项战略课题研究工作。

未来五年， 浙能集团将全面推动化
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优化电源结构，
增加百万千瓦机组装机比重；加快推进
碳捕捉技术示范应用，提升煤炭梯级利
用能力， 力争新增供热能力 1000 万吨/
年；着力推进智慧能源、
综合能源服务示范项目
建设与模式推广， 高质
量建成宁波、 嘉兴两个
综合能源服务示范项
目，并在“十四五”推广
至 2 至 3 个工业园区；
加快绿色低碳核心技术
研发与推广应用， 培育
未来能源产业， 攻关电
氢高效转化、 低成本大
规模储运氢和综合高效
氢集成利用等关键技
术， 构建氢能加注供应
储运体系； 加快储能技
术研发及示范， 推进储

能电站示范项目建设，积极探索大规模
储能应用商业模式，拓展工业园区、居民
社区等用户侧储能项目； 探索高效太阳
能电池、 高效碳捕集与封存等关键技术
与应用；强化固、液、气“三废”处理等循
环经济技术研究，形成减碳重要驱动。

同时，浙能集团将加强在分布式零
碳电力系统及支撑体系 、 “零碳 ”园
区、“零排放建筑” 等众多创新领域技
术储备；不断完善碳资产管理体系，积
极对接全国碳市场，开展碳金融创新，
稳妥推进碳金融交易业务， 深度盘活
该集团碳资产； 开展绿色供应链试点，
探索建立集团绿色供应链制度体系。 构
建“碳资产+”机制，整合产业和金融各
方面资源， 推动减排资源转化为经济
效益。 （朱将云 高源）

浙能集团按下绿色转型“加速键”
“十四五”期间可再生

能源装机规模将翻两番 ，
力争新增 2000 万千瓦；大
比例参股浙江省内核电项
目，新增参股核电装机 500
万千瓦； 碳达峰至碳中和
过渡期间， 力争 200 万千
瓦天然气机组建成投产。

“十三五”期间发展滞后的抽水蓄能（以下简称“抽蓄”）
电站，未来五年将开启加速模式。 根据“十四五”规划部署，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抽蓄作为电力系统中稀缺的调节资源，
不仅能有效促进新能源消纳，更能增强电力系统的平衡调节
能力。 随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未来抽蓄电站发展需求
将持续增长，“十四五”期间投产规模将大幅提升。

业内人士指出，“十四五” 时期是抽蓄
发展的“关键期”，加快抽蓄电站开发建设
速度， 更需要推进多规合一， 与国土空间
规划协调， 根据需求和资源条件， 做好合
理布局。

郑声安认为，“十四五” 抽蓄发展重点
任务主要有三个： 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
适应高比例新能源消纳和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要求 ， 编制全国抽蓄电站中长期规
划。 按照国家能源局的要求， 今年上半年
完成选点； 大力推动在建抽蓄电站按期投

产，加快已纳入规划、条件成熟的大型抽蓄
电站开工，加快被纳入中长期规划项目的前
期工作；研究利用废弃矿坑，因地制宜试点
推进灵活分散的中小型抽蓄电站示范。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 90%的在建抽
蓄电站由电网公司独资或控股投资建设。
但近年来， 非电网企业也在积极介入项目
开发和前期工作。 为实现合理投资回报和
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国家相关部门
正在研究完善抽蓄电站价格形成与成本
疏导机制。 例如，国网近日明确表示，社

会资本可参与抽蓄投资、 建设和运营，合
作模式可一厂一议。

对于抽蓄短中期发展， 国网黑龙江电
力董事长、党委书记李永莱近日建议，结合
碳减排目标， 扩大抽蓄电站建设和装机规
模目标，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可控性。 他
透露，黑龙江“十四五”末非化石能源装机
占比将达 50%左右，亟需加快电网调峰能
力建设，需加快布局、推进在地理条件适宜
的尚志、爱辉、依兰和前进地区建设抽蓄
电站。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已在 25 个省区开展抽蓄电站选点规划
或选点规划调整，已建、在建及规划批复抽蓄电站装机合计约 1.3 亿千瓦。

不过，对比我国电源总装机，目前抽蓄电站装机占比明显偏低。 截至
去年底，我国抽蓄电站在建装机 5373 万千瓦，投运装机为 3149 万千瓦，
占发电总装机的 1.43%，预计 2025 年仅能达到 3%左右。 此外，从 2019 年
全球数据分析看，我国抽蓄和气电装机容量占比均低于美、日、法、德等
国，电力系统整体调节能力偏弱。

对此， 业内人士指出， 构建高效智能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无法一蹴而
就，在新能源大规模发展、电力系统灵活性亟待提升的背景下，抽蓄不仅
是最成熟的储能技术，而且是增强电力系统应对事故能力、保障电力
系统安全可靠且全生命周期环境效益最明显的规模化储能手段。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水规总院”） 党委书
记、 董事长郑声安表示， 未来 5 年可再生能源将成为能源消费增量主
体，并逐步走向存量替代。 2030 年前后至 2035 年前，可再生能源有望基
本满足能源消费增量。 与此同时，我国新能源持续发展面临大规模开
发、高比例消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挑战，作为新型电力系统重要
支撑措施的抽蓄电站将因此迎来更大发展空间。

参与“十四五”可再生能源规划编制的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 基于在建抽蓄电站
工程的施工进度，初步预计“十四五”期间
年度投产规模约 500-600 万千瓦，预计五
年内抽蓄电站新开工规模在 3000-4000 万
千瓦。

记者获悉，目前我国有 2 亿千瓦以上的
抽蓄项目在开展前期工作， 根据抽蓄电站
的需求分析， 综合考虑规划站点资源情况
与相关影响因素，预计到 2035 年，抽蓄需
求规模约为 1.4-1.6 亿千瓦。因此，总体上
看， 抽蓄电站开发规模和建设进度相对
电力系统需求有所滞后。

郑声安表示，按照国家能源局对抽蓄中
长期规划的相关安排和要求，近期各省对抽
蓄站点资源进行了初步摸底。 初步统计显
示，站点资源总量超过 5 亿千瓦，其中国网
区域范围内超过 4 亿千瓦。 “考虑到部分抽
蓄项目受生态红线影响，实际已开发资源大
概在 3500 万千瓦左右。 ”

在水规总院总工程师彭才德看来，虽
然抽蓄发展总体滞后于电力系统需求，但
其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 据他介绍， 第一
批建设的广州、 十三陵、 天荒坪等大型抽
蓄电站采用了高水头、 高转速、 大容量可
逆式机组，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去年投运

的仙居抽蓄电站单机容量 375 兆瓦，为已
建抽蓄电站最大单机容量；目前在建的阳
江抽蓄电站单机容量 400 兆瓦，投产后将
成为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单机容量蓄能
机组。

“早期的抽蓄电站机组依靠国外厂
家供应 ，自 2004 年宝泉等抽蓄电站机组
通过统一招标和技贸结合方式引进机组
研发和设计技术后， 我国抽蓄机组设备
国产化进程加快。 ”彭才德说，“目前，国
内厂家在 600 米水头段及以下大容量 、
高转速抽蓄机组自主研制上已达到行业
先进水平。 ”

广广西西大大藤藤峡峡水水利利枢枢纽纽船船闸闸平平稳稳运运行行满满一一年年

3 月 31 日 ，广
西 大 藤 峡 船 闸 安
全、 高效试通航满
一年。 试通航以来，
累 计 过 闸 船 舶
18030 艘次，核载量
3367 万吨， 打通了
西江亿吨黄金水道
上的关键节点 ，带
动超过 20 亿元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藤峡工程是
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
利工程的标志性项
目， 也是珠江流域
关键控制性水利枢
纽， 被喻为珠江上
的“三峡工程”。 图
为大藤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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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

创建百座安全生产
标准化达标水电站

本报讯 记者苏南报道： 水利部近
日印发的《2021 年农村水利水电工作
要点的通知》明确，今年将创建 100 座
以上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电站。按照
新修订的绿色小水电评价标准和水
利部示范创建要求， 再创建 50 座以
上示范电站，培育通过绿色小水电创
建促进河流生态修复的典型。

据悉， 水利部今年将开展清理整
改工作情况暗访检查， 指导长江经济
带省市完成小水电清理整改验收销
号，健全监督管理制度。 同时，以国家
公园、重要水源涵养区、珍稀物种栖息
地等为重点， 启动实施黄河流域过度
的小水电开发清理整治，力争 2021 年
完成问题核查并建立整改台账。

白鹤滩电站云南库区
满足下闸蓄水条件

本报讯 记者苏南报道： 近日从三
峡集团获悉， 白鹤滩水电站云南库区
通过蓄水移民安置省级终验， 标志着
白鹤滩水电站云南库区已满足下闸蓄
水条件。

移民安置是水电工程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 是决定水电开发成败的关
键因素之一。 白鹤滩水电站云南库区
建设征地移民搬迁安置涉及昆明、昭
通、曲靖 3 市 4 县（区），搬迁安置人口
5 万余人。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工程蓄水 （云
南部分） 移民安置专项验收委员一致
认为，白鹤滩水电站工程蓄水（云南部
分） 移民安置工作满足白鹤滩工程下
闸蓄水要求，同意通过移民安置验收。

乌东德水电站
累计发电 188亿度

本报讯 近日， 乌东德水电站 10
号、3 号机组相继连续安全稳定运行
100 天。 至此，该电站已投产的八台机
组均成功实现“首稳百日”目标，累计发
电 188 亿千瓦时。

乌东德水电站 10 号、3 号机组是
第二批投产机组中的最后两台，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12 月 19 日正式投
产发电。 运行管理中，乌东德电厂持
续开展设备常态化运行维护和趋势
分析 ， 强化安全风险 隐 患 排 查 机
制 ，经受住了机组运行维护 、首轮
岁修和机电设备安装 调 试 等 工 作
交汇进行的高强度考 验 ， 为 机 组
“长周期 、满负荷 、不间断 ”运行提
供了有力保障。

当前，乌东德水电站最后四台机
组已全部完成转子吊装，进入设备总
装和无水调试阶段，正在向今年 7 月
1 日投产发电有序推进。 （王泰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