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户用光伏创新发
展论坛上，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保守估计，
今年国内户用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达 15
吉瓦，同比增加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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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用光伏新增装机
预测大幅上调

数字化转型提速，
电网安全建设迫在眉睫

Highlights重点推荐

海上风电运维
能力短缺风险骤增

3

12

核能产业发展
迈入扩容转型期

14

民营大炼化
“钱景”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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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煤控股债券
违约“大爆发”

“为了实现碳达峰目标，到 2030 年我
国新能源装机要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到
时我们至少需要 2 亿千瓦以上的储能设
施。 现在我国的抽水蓄能装机在 4000 万
千瓦左右，受制于建设周期问题，到 2030
年我国抽蓄装机最多只能达到 1 亿千瓦。
那么，剩下的 1 亿千瓦储能要怎么布局？ ”
4 月 14 日，在第十届储能国际峰会暨展览
会开幕式上，国家电网公司总工程师陈国
平向全体与会者抛出了这样的一个棘手
问题。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今年以来，全
国范围内已有超过 10 个省（区、市）公
开发布文件，要求新建新能源电站配置
相应比例的储能装置。 常见配储规模在
10%—20%之间。

面对 1 亿千瓦的庞大储能需求，当前
地方主推且最为常见的发电侧小容量、分
散式配储能否担当重任？在成本和效率方
面，这一模式是否存在短板？ 在可再生能
源高速增长的未来，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
储能？

“存一度电比发一度电还贵，为什么要
存呢？如果不是政府强制要求，谁会做这样
的买卖？”有可再生能源开发企业相关工作
人员坦言，出于并网压力，在新建发电项目
时，发电企业有时不得不选择配置储能。

存一度电要花多少钱呢？在今年的全
国两会上，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曾
在人大建议中指出，根据对储能系统的财

务测算，即便采用成本相对便宜的锂电池
方案，其成本依然达到了约 0.44 元/度。

发一度电能卖多少钱呢？ 不久前，国
家发改委就 2021 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
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2021 年，新建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指导上网电价统
筹考虑 2020 年各地燃煤发电基准价和市
场交易平均价分省确定。 最终上网电价不
得高于指导价。 而在已公布的共计 32 个
地区中，仅有湖南和广东两地的指导电价
超过 0.44 元/度。

“目前， 越来越多的省份实现了光伏
发电平价，而在电价较低的地方，其电价通
常维持在 0.2-0.3 元/度左右， 如果再增加

储能设施， 对企业来说显然是一笔不小的
开销，很难算过账来。 ”一位从事储能项目
规划设计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但现在光
伏电站配置储能已经成了政策问题， 并不
是说算不过账就可以不上了。 虽然文件上
使用的是‘鼓励’‘优先’等字眼，但如今新
能源项目份额竞争越来越激烈， 不配储就
拿不到项目，等于直接失去了竞争资格。企
业只能硬着头皮上，实际上就是强制的。 ”

不仅如此，许昌许继电科储能技术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田志国还指出，目前，我
国储能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仍属新
生事物， 储能电站相关的专业技术支持
和运维人员都十分缺乏。 “现在，传统的

变电站基本都是无人值守的。 储能电站
理论上可以按照无人值守去设计， 但现
阶段我们还是不太放心， 还是需要懂行
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 那么从节约人力
资源的角度出发， 肯定是集中式建设大
容量的储能更好。 ”

刘汉元指出， 相比大容量集中储能，
发电侧小容量的储能系统投资建设的成
本较高、充放电效率较低，客观上不合理
地推高了可再生能源的建设成本与电力
价格。

能源
视

发电站强制配储合理吗
■■本报记者 姚金楠 董梓童 贾科华

下转 2 版

为实现碳达峰目标，保守预计我国 2030 年前需新建 1 亿千瓦非抽
蓄储能。 但相比电网侧大容量集中储能，目前多地主推的发电侧分散式
储能建设成本高、效率低，引发业界大讨论———

随着大、云、物、移、智、链等技术在电
网领域的应用，大量异构终端接入电网，现
有的防护体系尚无法完全应对逐渐升级的
攻击手段与安全风险， 数字化电网的网络
安全问题成为当下的主要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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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一度电比发一度电
还贵，为什么要存呢？ ”

4 月 12 日，广东省珠海市珠海金湾海上风电场，百米高的风机上，技术人员进行首次定检、辅控安装。 人民图片

“增量新能源项目全部配置储能
设施，配置比例不低于 5％”“新建新能
源项目储能容量原则上不低于新能源
项目装机量的 10%” ……近期多地相
继出台的强制政策 ，让 “新能源配储 ”
成了能源电力领域的舆论热点。 这表
明业界已形成共识， 储能在服务新能
源消纳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作用。 但强
制配备、“一刀切”，就能让储能充分发
挥优势、体现自身价值吗？

事实上，去年湖南、青海等地已出
台过此类措施，但一路实践下来，结果
并不理想，政策搁浅者有之，废除者也
有之。 在此背景下，新一轮的强制配储，
究竟能收获多少实效，仍需打上一个大
大的问号。

储能是位多面手，可以建在发电侧
或电网侧，也可以建在用户侧。 尤其是
电化学储能，不像抽水蓄能那样对地质

条件要求苛刻，它可以小规模、分散式
建设， 能够布局于电力系统的各个环
节。 但在与电力系统融合的过程中，储
能曾在电源侧出现过利用率不高、产能
搁置等问题，远未物尽其用。

另外，储能还存在“叫好不叫座”的
问题。 例如，在电网侧，抽水蓄能电站的
“十三五”规划目标为装机达到 4000 万
千瓦、 开工规模 6000 万千瓦。 但截至
2020 年底， 二者实际规模均在 3000 万
千瓦左右， 任务实际完成量大打折扣。
期间，电化学储能虽然增速较高，但截
至 2020 年底其装机规模也仅为 300 万
千瓦左右，如此小的体量对实现新能源
电力上网，保持电网高效安全运行来说
可谓杯水车薪，难担重任。

储能被视为可再生能源真正实现
大发展前的 “最后一公里 ”，大规模建
设储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 。

这样一个深受重视和认可的产业 ，为
何一直难以打开局面？ 作为建设投资
主力的电网企业， 又为何一度叫停抽
水蓄能项目的投资？ 核心原因在于，现
有电价机制根本无法保证投资者获得
合理收益， 企业当然不愿意做这种亏
本买卖。

但问题不仅仅出在价格机制。 由于
缺乏宏观统筹规划，全国各地都有“各
自为政”的冲动，在制定出台相关政策
时，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这种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让储能产业面临
严重的管理碎片化问题。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储能行
业之所以出现 “一刀切强制电源侧配
建储能 ” “建成半年却从来没真正用
过”等怪象，根源就在于行业整体发展
散乱无序，缺乏科学规划和系统管理。

因此，储能产业发展不能就储能论

储能， 而是需要从安全效益、 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等多维角度综合考量。 应
在提高电力系统安全可靠性的前提
下 ，以能耗最低 、投资最优 、可再生能
源充分消纳等为目标， 统筹不同技术
类型和应用需求， 测算各地区合理的
储能建设时序与规模， 滚动规划区域
电网储能容量， 引导储能在发挥其应
有价值的同时，获得合理收益。 最终实
现“多赢”的局面。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在“构建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要
求下，能源电力行业对于大规模建设储
能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值
此关键时刻， 能源主管部门需主动作
为，从全局性、系统性角度，统筹规划部
署储能建设。 唯有如此，储能才能真正
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今后海量
新能源电力的消纳保驾护航。

储能建设要避免各自为政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