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阅读

储气库容量交易是油气基础设施向社会公平开放迈出的重要一步。 一方面可以推动储气库调峰能力竞价，为
天然气冬季保供增添底气；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储气设施服务价格的形成机制探索一条新路子，意义重大。 但当前
交易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具体到操作层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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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4 月 12 日，由江苏南通启东中远海运海工承建的浮式生产储卸油船 N999 FPSO 项目举行下水仪式。
N999 FPSO 是中国船企首次为非洲项目建造的浮式生产储卸油船， 启东中远海运海工负责该项目的主船体和生活区的设计、采

购和建造（EPC）以及上部模块的建造。 项目总重约 20 万吨，设计使用年限为 30 年，船长 270 米，总宽 54 米，型深为 31.5 米，最大排水
量约为 32 万吨，储油量不少于 144 万桶，日卸油量达 110 万桶，日气处理能力 505 万标准立方英尺，空船重量 48000 吨，上部模块重 2
万吨，生活区最多可居住 140 人。

该油船集油气生产、处理、储卸、外输功能及系泊定位于一身，建造完成后将远赴非洲开展作业，为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等国家
提供天然气。 人民图片

江江苏苏启启东东::浮浮式式生生产产储储卸卸油油船船下下水水

�� 以以““两两部部制制””为为基基础础的的储储气气容容量量招招标标交交易易，，有有利利于于推推动动储储气气服服务务形形成成
清清晰晰的的商商业业模模式式，，但但操操作作层层面面要要解解决决的的问问题题仍仍有有许许多多——————

储储气气库库容容量量交交易易亟亟需需落落实实落落细细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玲玲

“在电站端强制
配置储能， 存在巨大
资源浪费”

除经济性因素外，在一些使用场景
下，电源侧小规模、分散式配储更是“有
心无力”。

“新能源出力的波动有多大？今年 1
月 6 日到 8 日， 我国受到寒潮天气影
响。 在寒潮来临之初，风非常大，国网经
营区域内， 风电出力一度达到 1.1 亿千
瓦/天左右。 寒潮过后， 出力下降到约
6000 万千瓦/天。 而且由于连续几天低
温天气的积累，用电负荷增加了约 5000
万千瓦/天。 ”陈国平直言，“出力下降叠
加负荷上涨， 里里外外就是 1 亿千瓦。
相当于三天寒潮时间里要启动 200 台
50 万千瓦装机的机组。 ”

陈国平进一步指出，在长时间的静
稳天气下，可再生能源可能连续多日处
于低出力状态。 “在去年夏季极热无风
的情况下，华北地区的风电低出力最长
持续了 58 小时，东北达到 92 小时。 去
年冬季，西北地区在一次冷空气间歇期
中，风电低出力达到 120 小时。 光伏的
冬季低出力持续时间则更长。 去年冬
天，华东和华中地区光伏低出力最长曾
维持 8 天左右，湖南和江西的部分地区
甚至达到 10 天以上。 ”陈国平表示，可
再生能源的日内波动尚能通过储能平
抑，但面对长时间静稳天气带来的持续
低出力，完全依靠储能“填谷”，成本将
非常高昂。

刘汉元表示：“电网系统的运行方
式与局部消纳能力实时变化。 在电站
建设时， 统一按一定比例配置分散式
储能设施， 相比在电网侧集中配置储
能，先天存在无法灵活调整、整体利用
率偏低的缺陷。 而且电站与电站之间
不平衡出力是常态， 在电网系统内可
自然形成类似‘蓄水池’的缓冲调节能
力，而在电站端强制配置储能，则存在
巨大资源浪费。 ”

国内某参与风电储能项目建设
的企业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该公司在
去年建设的几个配储电站就曾出现
刘汉元所说的“资源浪费”。 “都是根
据地方要求按照 10%配的储能 ，有
5MW 的，也有 10MW 的 。 但是半年
多来，电网一次都没调度过 ，平时还
得充电维护。零散小电站配的储能利
用率太低了。 ”

为此，刘汉元建议，应将抽水蓄能
电站、 储能基地纳入电力发展规划与
统一调度范围， 由电网公司在网侧集
中配置储能系统， 其成本由所有用户
均摊。

那么，发电侧的小规模分散式配储
究竟适用于怎样的场景呢？

2019 年， 新疆自治区发改委印发
《关于在全疆开展发电侧储能电站建设
试点的通知》， 鼓励光伏电站合理配置
储能系统，储能电站原则上按照光伏电
站装机容量 20%配置；对于配置储能电
站的光伏项目，原则上增加 100 小时计
划电量。

中国电建西北院储能与微电网
研究中心副所长田莉莎表示，新疆提
出的“增加 100 小时计划电量”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配置电化学储
能的高成本问题。 “以装机规模 10 万
千瓦、电价 1 元/度的计算 ，多发 100
小时即增加了 1000 万度的电量 ，对
应增加了 1000 万元的收益。 对于已
建高电价的光伏电站， 配置储能后，
几年内就可收回储能投资。而在平价
上网的大趋势下 ， 上网电价要低一
些，新建光伏电站收回储能投资的时
间也要相应延长。 ”

“目前需要搞清楚的是，配置储能
到底是为了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不
能仅仅为了配置储能而配置储能。”中
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
分会秘书长刘勇指出， 可再生能源电
站侧强制配储的政策值得商榷。“储能
的配置最好还是从各地区的全局规划
出发，按照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
确定火电、 抽水蓄能和电化学储能的
建设比例。同时，应结合各地新能源发
展规划进行商业模式探索， 最大限度
发挥储能系统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
益，避免无效配置造成浪费。 ”

（本报记者卢奇秀、 韩逸飞对本文
亦有贡献）

“目前需要搞清楚
的是， 配置储能到底
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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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迈出关键一步，但储气库容量
交易当前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具体到
操作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首先像‘两部制’气价的做法，还
存在用户是不是认可的问题；另外容量
费与注采费之间的比例怎么划分、怎么
确定，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具体的合同
条款如何签订，以及储气设施到底该有
怎样的投资回报水平，目前都还没有一
个明确的可参照的标准。 ”郭焦锋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也对记
者表示：“‘两部制’怎么制定，还没有一
个明确的说法，包括两部制容量的拍卖
也好，需不需要对应使用的配比，都没
有明确的说法，都在探索。 ”

在陈守海看来：“储气库容量交易

现在只是试点，是很好的一种尝试。 但
在具体操作时，实际发挥作用的程度如
何，我们还要再等一等、看一看。 尤其是
促进储气库建设这个事，不是有个模式
就能促进的，还需要有建库资源、建库
资金、成本消化、风险分配机制等。 ”

郭焦锋进一步给出了自己的建
议：“关于储气库价格的形成机制，有
关部门应该出台更明确的细则， 这样
才能指导各地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去进
行交易。 另外，对于储气库，有关部门
应该要求有一个合理的回报方式。 可
以各省作为单位， 出台一些指导性的
价格意见，以两部制为基础，推进储气
价格形成机制的合理化， 进而引导储
气调峰设施的建设。 ”

近年来，提高天然气储气能力一直
被视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工作，
特别是在 2017 年冬季“气荒”发生后，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文件对供
气企业、城燃企业、地方政府分别提出
了销售量 10%、 用气量 5%、3 天需求量
的储气能力。 但由于储气设施建设成本
高、选址难等问题，目前该任务完成率
普遍较低。

“储气容量交易模式避免了过去
每个企业都需要自己建设储气设施的
问题。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政
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陈守海对记者
表示，“储气库投资大，成本很高，一些
小企业自己建一些‘瓶瓶罐罐’，不仅
储气成本高，而且管理不规范、安全隐
患大。国家管网把储气库资源拿出来，
通过招标的方式让其他企业能够使
用，由市场决定储气库资源的配置，一

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
另外，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采用“两

部制”收费模式，通过招标交易，也可为
储气库探索一条清晰的商业模式。

“储气库建设成本投入很大，‘两
部制’可以承担一部分储气库成本，对
推动储气库建设投资有积极意义。 ”郭
焦锋指出。

陈守海也表示：“‘两部制’通过容量
费和注采费分别覆盖储气库的固定成本
和变动成本，是一种更科学的定价方式。
国家管网通过招标的方式出租储气库，
通过市场发现储气库的价值， 为储气服
务定价，如果能够形成清晰的商业模式，
就可以鼓励更多的企业投资建设储气
库。 我们这么多年一直缺储气库，原因就
是市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这一次储气
库通过招标的方式出租， 就是通过市场
机制方式体现储气库的价值。 ”

储气服务是储气库运营方提
供的，在交接点接受天然气，并将
天然气注入储气库，待存储一定时
间后，于交接点将天然气交付给天
然气权利人的服务； 主要包括注
气、储气、采气等服务。

今年 3 月，重庆天然气储运有
限公司在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
心完成国内首单储气库储气服务
线上挂牌交易，成交铜锣峡储气库
库容 2000 万立方米。

此次国家管网在上海石油天
然气交易中心进行的储气服务招
标交易规模更大，交易库容达 1 亿
立方米，交易地为文 23 储气库，储
气服务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根据公告，国家管网此次交易
的收费模式采用“两部制”，即容量
预定费和注采服务费。其中容量预
定费的底价于招标当日在交易系

统内设置，注采服务费在合同范本
内约定，招标交易按照“价格优先，
时间优先”顺序成交。

此后，国家管网还公开了今年
的储气库剩余能力信息， 包括文
23 储气库、 金坛储气库和刘庄储
气库， 其中文 23 储气库 5—10 月
每月的注气剩余能力为 5 亿方，刘
庄储气库 5 月、6 月注气剩余能力
分别为 0.43 亿方、0.1 亿方， 金坛
储气库无注气剩余能力。

“储气库容量交易是储气库
等第三方基础设施向社会公平开
放迈出的重要一步。 一方面可以
推动储气库调峰能力竞价， 为天
然气冬季保供增添底气； 另一方
面， 也为储气设施服务价格的形
成机制探索了一条新路子， 意义
重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
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
表示。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日前
发布的《关于开展文 23储气库容量
招标交易的公告》称，为落实国家关
于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政策，
加快储气设施向第三方公平开放，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下称“国
家管网”）联合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

中心拟定于 4 月 21 日通过上海交
易中心平台开展文 23 储气库容量
专场招标交易。

这是国家管网继 LNG 接收
站、油气管道设施对外提供开放服
务后， 首次将储气库设施对外开
放。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标志着油
气基础设施向社会公平开放又迈
出了重要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 与 LNG 接收
站、油气管道开放服务的“明码标
价”模式不同，国家管网此次对储
气库容量交易为线上招标竞价，
收费模式采用“两部制”，为储气
设施的价格形成机制探索了一条
新路子。

储气库容量交易拉开序幕

仍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利于推动更多主体建设储气库

发电站强制
配储合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