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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网网方方面面明明确确表表态态推推动动““疆疆电电入入渝渝””纳纳入入国国家家规规划划——————

““疆疆电电入入渝渝””渐渐行行渐渐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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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凌晨，一场突
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了福
建省建瓯市多个乡镇，许多
居民家中屋顶被冰雹破坏，
出现电器进水的情况。 建瓯
市供电公司迅速组织 3 支党
员服务队，为受灾群众义务
检修用电设备，及时排除用
电隐患，让受灾群众用上安
全电。 张显凤 /摄

本报讯 记者李文华报道：4 月 1 日，中国南方
区域调频辅助服务市场（广东、广西、海南）历经 3
个月试运行验证后，进入结算试运行阶段，成为全
国首个实际结算的区域调频辅助服务市场， 标志
着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化改革进入全新阶段。

电力辅助服务为电力系统提供调峰、调频、备
用、调压等调节资源，是系统在异常情况下，保持
安全运行和可靠供电的重要手段。 此前，电网调峰
调频实施的是传统的计划管理， 调度员需凭借经
验去判断，无法保证优质调节资源得到优先调用，
也难以根据调节资源的性能实施差异化补偿。

业内专家表示， 通过开展电力辅助服务市场
交易，可以根据各类调节资源的报价和性能，选出
最优资源参与系统调节， 从而大幅提升电力系统
调节能力， 为未来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接入创造有
利条件。

2017 年以来，国家能源局印发《完善电力辅助
服务补偿（市场）机制工作方案》，全面推动各地区
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 调频作为电力辅助服务
的重要品种，在山西、广东、福建率先启动市场化
进程。 其中，广东调频市场于 2018 年 9 月 1 日进
入结算运行，至 2020 年底已累计创造市场收益超
25 亿元，相当于传统模式下收益的 5 倍。

为进一步将市场范围扩大至南方五省区，实
现西部省区优质调频资源的充分利用， 南方电网
公司积极推动南方区域调频市场建设。 2020 年 12
月 28 日，南方区域调频市场启动试运行，广东、广
西、海南三省区的调频资源均被纳入市场交易。

从今年 1 至 3 月南方区域调频市场试运行情
况来看，市场中标容量份额基本保持稳定。 随着广
西、海南纳入市场范围，水电机组中标比例较原广
东调频市场进一步提升。 市场调频里程方面，水电
机组整体表现出较高的调节速率， 获得调频指令
和里程的能力强于火电机组， 进一步促进了系统
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 同时，分担了火电机组部
分调频任务， 有效降低了系统提供调频辅助服务
的化石能耗， 反映出市场对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
及系统调节价值的引导作用。

南方电网公司表示， 将持续完善市场交易机
制、监测机制、运营管理规范和技术支持系统，按
计划将贵州调频资源纳入市场交易范围， 研究制
定适应独立储能等更多类型调频资源参与的交易
机制，开发备用等辅助服务交易品种，通过市场实
现调节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 持续提升电力系统
调节能力，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促进清洁能源
消纳。

全国首个区域调频辅助服务市场
启动结算试运行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韩韩逸逸飞飞

日前， 新疆自治区发改委和重庆市发
改委召开 “疆电入渝”2021 年第一次工作
联席会议，推动“疆电入渝”相关工作进入
实质性阶段。

“疆电入渝”构想早在 2010 年即被
提出 ，电力送 、受两端均有强烈需求 ，
但 10 年来因为各种原因鲜有实质性

进展。
3 月初，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辛

保安拜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
提·扎克尔时，明确表示推动“疆电入渝”等
重点项目纳入国家规划。

在各方的积极推动下，“疆电入渝”何
时才能真正落地？

疆渝电力互补性强

据记者了解，截至今年 1 月，新疆电网
总装机容量由 2010 年的 1407 万千瓦增长
至当前的 1.03 亿千瓦，10 年增长了 6 倍，
装机规模在西北地区首屈一指。其中，火电
装机 5800 多万千瓦，水电装机约 700 万千
瓦， 风电装机 2300 多万千瓦， 光伏装机
1200 万千瓦， 其他装机约 120 万千瓦，清
洁能源装机占比超四成。

与此同时，新疆加快配套电网建设，不
仅满足当地经济发展需求，还通过“疆电外
送”通道，使新疆电力输送至全国 20 个省
区市。

据新疆电力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交
易部一位专家介绍， 新疆送电主要有三大
类，即 UHV DC 配套送电、援疆送电和市
场化交易送电。今年 1 月，新疆电站发电量
达到 1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5%。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特
变电工董事长张新建议在加快推动“疆电

外送” 第三通道哈密—重庆±8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工程核准的同时，启动“疆电外
送”特高压第四通道及第五通道前期可研
论证工作。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董事长谭洪恩表
示，随着成渝双城经济圈推进，成都和重庆
用电负荷将较快增长， 现有四川省内以
500 千伏为骨干的电网在兼顾供电保障、
水电输送、 节约通道占用等方面日益捉襟
见肘，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随着成渝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
川渝地区正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
之一。 根据测算， 预计成都 2022 年将缺
电，2025 年缺口将超 1000 万千瓦， 重庆
2025 年缺口预计约 1100 万千瓦， 预计到
2035 年，重庆用电需求将比当前翻番，重
庆电力供应难以满足这部分增量需求，未
来新增电力需求主要依靠外来输入。 ”谭
洪恩称。

十年酝酿难落地

为解决重庆缺电这一难题，10 多年
前，重庆、新疆两地曾提出打造准东—重
庆±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计划由新
疆电力公司负责工程建设，重庆接收全部
电力。之后，准东确定送电皖南，哈密—重
庆送电通道渐成共识。

重庆方面曾多次表示，重庆面临外购
电通道和渠道“双缺”的局面，亟需建设哈
密—重庆直流特高压通道，确保重庆中长
期能源安全。

为什么酝酿 10年，“疆电入渝”依旧停
留在纸面，没有获得国家核准，无法落地？

对此， 头豹研究院分析师林钰翔认
为，同一工程，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外
部形势，轻重缓急有所不同，建设的必要
性评估逻辑也有较大差异。除了源于供需
匹配的送、受端建设意愿外，经济性考量
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多年来“疆电入渝”没
有实质性进展，至少表明当时的建设理由
并不充分。

“现行电网规划多依托电网企业或地
方编制，一旦批复，就要为这个决策负责，
谨慎在所难免。尤其是在经历特高压建设
高潮之后，问题逐渐暴露，比如部分线路
迟迟未达设计值、 项目投资效率不高等，
种种状况引发不少质疑。国家主管部门既
要管审批，也要管运营，同时还要平衡多
方利益、确保项目一致性，因此对项目核
准会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 ”一位业内专
家表示。

亟需推动纳入国家规划

据了解，今年，国网重庆电力启动“疆
电入渝”和川渝特高压一体化电网工程前
期工作。 预计到 2025 年，重庆将实现“一
交一直”两个特高压落点，即哈密至重庆±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落点和铜梁 1000 千
伏特高压交流落点，川渝断面形成“2+6”
的联网格局。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董事长陈连凯
表示，未来要进一步推动西南电力资源融
入全国电力资源配置大平台，加快推动川
渝特高压电网一体化和“疆电入渝”特高
压直流工程纳入国家规划并尽早建设实

施， 实现四川清洁水电就地就近消纳，促
进新疆风电、光电入渝保供，提升电网互
济互通能力。

林钰翔认为，在如何实现“疆电入渝”
问题上， 特高压直流外送通道是±800 千
伏还是±1100 千伏， 均不存在技术障碍，
主要涉及环保、土地、水保等前期工作和
电源点配套建设等工作，以及考虑送受端
建设意愿、经济性、网架坚强等因素。 “其
中， 电网接纳能力是关键一环，‘疆电入
渝’ 的前提之一是受端电网足够坚强，否
则‘大进大出’将导致大面积停电等事故。

由于重庆电网难以独立支撑，其安全供电
离不开四川电网。 ”

电网方面相关人士透露， 当前，需
推动“疆电入渝”工程及其配套电源项
目纳入国家电力发展规划，国家能源局
出具支持其工程建设并同意开展工程
前期工作的书面意见，并且尽快与通道
沿线省份对接协调， 推动签订新疆、重
庆、四川、国家电网及电源开发企业五
方协议，保障工程各方长期利益。 这样
才能真正意义上推动“疆电入渝”变为
现实。

本报讯 日前，全国首个“八站
合一”智慧能源综合示范区在山东
滨州建成投运。 该项目以 220 千伏
滨州郭集变电站为试点，在郭集综
合区建设光伏站、储能站、数据中
心站、电动车充电站、电动车放电
站、5G 基站、 北斗地面增强站，与
220 千伏郭集变电站有机融合，实
现“八站合一”，在国内形成智慧能
源示范效应。

一说到车棚， 人们首先想到
的就是铁皮的、化纤的、水泥的。
然而 ， 在滨州郭集变电站办公
区， 随着一座用 741 块光伏板建
成 85 个停车位的光伏车棚正式
启用， 彻底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观
念。 光伏车棚不仅能遮光避雨保
护职工的汽车， 而且还能利用阳
光发电， 直接给车棚下的新能源
电动汽车充电。 更让人眼前一亮
的是， 在这里不仅能充电， 还能

让车主的电动汽车向电网放电，
车主停一下车就能赚上一笔可观
收入。

据了解，滨州郭集变电站在办
公区屋顶、车位顶部空间安装光伏
板，建成装机容量 485 千瓦的分布
式光伏电站。该电站年均发电量 42
万千瓦时，光伏产生的绿色电能可
满足办公楼日常办公、电动汽车充
电使用。 同时，率先建成国内首家
含光伏发电、储能、能量管理、汽车
充放电、配电等多维融合“智慧微
电网”， 白天采用光伏发电作为电
源，对储能系统进行充电；晚间光
伏不足以供电时，储能系统便作为
电源供电。 特别是在迎峰度夏、度
冬期间， 一旦出现临时性负荷短
缺，郭集微电网储能站便可迅速通
过 220 千伏郭集变电站向滨州电
网供电应急。

所谓 V2G，英文全称为 Ve鄄

hicle to Grid， 即实现电动车和
电网之间互动， 电网负荷低时，
电动汽车吸纳电能；电网负荷高
时 ，电动汽车释放电能 ，车主赚
取差价收益。

“我们所使用的充电桩与市
场上目前使用的充电桩有所不
同，因为我们的充电桩由储能充
放电模块和控制系统组成，可以
提 供 汽 车 充 电 、 售 电 ‘ 双 服
务’。”据国网滨州供电公司负责
人介绍， 在 V2G 双向充电技术
运用下，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变成
“巨型移动充电宝”，电网负荷低
谷时 ，车主插上充电枪 ，动力电
池自动储能，实现 “低买 ”；电网
负荷达到高峰时，动力电池释放
电能到电网，实现“高卖”。 通过
“低买高卖”，车主不但每天能获
得“差价”利润，而且还助力电网
稳定平衡。 （张思凯）

““八八站站合合一一””智智慧慧能能源源
示示范范区区山山东东投投运运

柔直电网关键技术
通过综合绩效评价

本报讯 记者赵紫原报道：3 月
30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发展
促进中心在北京组织开展了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压大容量柔
性直流电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的综合绩效评价。该项目是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智能电网专项的第一
批立项项目，项目牵头单位为全球
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项目
负责人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汤广福。

该项目解决了柔性直流电网
系统构建与控制保护、核心换流设
备研发、 大规模直流电网仿真、换
流站布局、运行维护以及工程集成
等方面核心技术问题，支撑建设了
世界首个直流电网———张北柔性
直流电网科技示范工程。

张北柔性直流电网科技示范
工程作为支撑国家能源结构转型
的重大标志性工程，其投运将为北
京冬奥会提供 100%绿色电力，显
著提升张家口地区新能源外送能
力，有力推动电网输电技术和电工
装备升级。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