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多家机构的调查显示， 美国的甲
烷排放情况多年来都被严重低估。然而，美
国的限制排放机制却仍不明确， 环保法规
条款依然有所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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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甲烷污染
日趋严重

燃气下乡，城燃企业
如何“分一杯羹”？

Highlights重点推荐

炼化项目环保“体检”
亮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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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火股份业绩
现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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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中长期合同
如何“真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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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面临
新能源消纳能力“大考”

“园区内负荷稳步增长，增量配网却
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园区内电
源建设受到限制，从其他电网企业买电也
面临诸多困难。 增量配网电源点不够用，
发展面临天花板。 ”江西和惠配售电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和惠配售电”）董事长赵
杞直言，配电网建好了却“无电可配”的
怪象正在圈内蔓延。

增量配网原则上是指新建的 110 千
伏及以下电压等级电网和 220（330）千伏
及以下电压等级工业园区 （经济开发区）
等局域电网。 作为本轮电改的新生事物，
增量配网肩负着提升配电效率、提高一般
工商业和大工业用户供电可靠性、降低用
电成本等重任。 我国于 2016 年启动增量
配电业务试点改革， 分五个批次确定了
459 个试点。和惠配售电是国家发改委、国
家能源局批复的第一批增量配电业务试
点项目 “江西省高安市建筑陶瓷产业基
地”的业主单位。

记者在采访调研中了解到， 和惠配
售电正在面临的“缺电”困局并非个别现
象。 目前除了少数在存量网架基础上开
展试点的项目外， 能够成功接入电源的
新增试点项目屈指可数。 更值得注意的
是，国家多项文件早已明确指出，允许符
合政策且纳入规划的可再生能源、 分布
式电源以适当电压等级就近接入增量配
网，但鲜有新能源、分布式能源接入增量
配网的成功案例。

政策支持，试点亟需，到底哪里出了
问题？

增量配网试点普遍存在缺电问题

电网接入电源“天经地义”，但对增

量配网来说这却成了 “老大难” 问题。
“我们建陶基地已开发面积虽然仅有 21
平方公里，但去年全年用电量已近 19 亿
千瓦时，负荷重、用电量大。 其他增量配
网试点情况也跟我们差不多， 都普遍面
临着电源点单一问题。 ”赵杞指出。

据介绍，现行政策规定，试点项目内
不得以常规机组“拉专线”的方式向用户
直接供电。 增量配网要想获得新电源，只
能通过电网企业接入。 即使是在增量配网
覆盖区域内的发电机组，也需要先并入电
网企业， 再由电网企业将电卖给增量配
网。 换言之，配电网没有直接接入电源的
权利，只能通过向电网企业购电，来满足
试点区域内用电需求。

北京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展曙光告
诉记者：“增量配网与电网企业会签订相
关协议，锁定配网用电容量上限。 若超出
容量，增容部分需要电网企业审核，一般
走到这就‘卡’住了。 ”

一位不愿具名的增量配网业主表
示：“从项目规划到接入电源， 通常要耗
费一两年时间， 电网企业只要提出周
边负荷情况发生了变化， 没有可接入
的多余容量了， 否则会给电网带来运
行风险，增量配网就没了电源。 增量配
网没了电源，用户自然不愿意来，用户
不来增量配网就没有负荷， 电网企业
自然不同意分给增量配网用电容量 ，
没有容量也就意味着增量配网无法开

展经营业务。 由此陷入‘先有鸡还是先
有蛋’的困境，导致增量配网面临严峻
的生存问题。 ”

无法接入配网的不仅仅是常规机组，
新能源和分布式电源也不能幸免。 “我国
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大量新能
源接入配电网。 国家也明确鼓励增量配网
合规接入分布式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依托
增量配网建设源网荷储综合能源试点，没
想到这些电源类型也接不上。 ”上述增量
配网业主说，

能源
视

增量配网闹“电荒”
■■本报记者 赵紫原

下转 2 版

增量配网试点是新一轮电改的核心内容。由于没有直接接入电源的
权利，缺电成为不少试点面临的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了试点项目的生存
与发展———

面对广阔的农村市场，一直深耕城市
燃气建设的城燃企业会否分得一杯羹？ 提
升农村燃气普及率，城燃企业能否 “挑大
梁”？ 未来又该如何“突围”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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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配网与其他电网不互联 、不
互济， 也无法接入分布式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 这样的事情出现在已经作出
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并拥有全球最大
互联规模、最强互济能力电网的我国，
令人匪夷所思。 但追溯原委，又有其合
理之处。 因为增量配电网是“外来户”，
它的投资方并非传统电网企业，而是其
他社会资本，所以要想“融入”现有电力
系统格局并“分一杯羹”，必将面临不少
阻碍。

作为本轮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内
容，因肩负着探索提升电网效率、提高
用户供电可靠性、降低用电成本、推动
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 优化营商环境、
实践科技创新成果等重任，增量配网在
改革之初就被寄予厚望，要求覆盖所有
地级市及各种应用场景。 为此，国家先
后分五个批次确定了 459 个试点，并持
续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加快试点落地。
期间，因对政策理解不准确、不具备可

操作性等原因，出现了部分试点退出等
情况。 经过市场洗牌，落地的增量配网
初步站住了脚，但却摇摇晃晃，有的甚
至闹起了“电荒”。 究其原因，并非项目
经营管理不善，也非技术落后，而是配
网被“孤立”，成了绝“源”体，与电网互
联互济的属性完全背离。

从表面上看，“合乎文件但不合法”
似乎是增量配网难以顺利联网、接通电
源的病根，但这一理由经不住推敲。 改
革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不可否认，法
规政策不完善是增量配电网没有被平
等对待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绝不是决定
因素，也不应成为部分既得利益群体不
主动推动电力体制改革的挡箭牌。

回顾我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
在政策缺失、法规缺位的情况下 ，改革
实践的成功案例不在少数 。 往远了
看 ， 安徽小岗村 18 位庄稼汉把分田
到组 “秘密 ”改为分田到户 ，搞 “大包
干”，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往近了

看 ，在我国风电大发展之初 ，由于其
间歇性 、不稳定等特点 ，一度被电网
视为 “垃圾电 ”限制上网 ，导致出现弃
风弃电等问题。 随后，包括主管部门、
电网企业 、新能源企业等在内的各方
统一思想 、共同施策 ，尤其是出台可
再生能源配额制等系列举措 ，很快便
扭转了业界对风电的认识 ，解决了风
电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再回顾我国电网互联的发展史 ，
1999 年前， 我国各区域电网互不相连，
尤其是在地广人稀的新疆和西藏，又分
为若干个小的地方电网， 经过 20 多年
发展，我国逐步建成了全国统一交直流
互联大电网。 配电网方面，在同一区域
增量配网不能接入同级或上级电网的
同时，我国配电网互联程度却在持续提
高，并逐渐打破了行政区划限制，如闽
赣配电网实现互联， 上海市青浦区、江
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善县配电
网实现互联……由此可见，把增量配网

作为一般电网同等看待， 统筹调度，增
强互济能力，不是不能做，也不是做不
到，而是主动作为的意识缺失。

随着我国作出碳达峰 、 碳中和承
诺，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明确提
出“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
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
型电力系统”。 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西部集中式、 东中部分布式均要发展，
这意味着作为直接连接用户的配电网，
必须得到大力发展，而兴建配网也是构
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必选项。

临难不避。 增量配网改革推进中
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 并不可怕 ，往
往问题充分暴露才有利于得到解决 。
关键在于参与电力体制改革的各方 ，
尤其是政策 、规则制定者 ，要以更包
容的态度平等对待增量配电网， 提升
主动服务意识，完善各项法规政策，在
改革浪潮中主动作为 ， 这样才能不辱
改革使命。

增量配网不应低人一等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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