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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型型电电力力系系统统是是电电网网的的机机遇遇之之战战
■■张张子子瑞瑞

2021年各省电力公司重点任务出炉———

今年电网工作这样干
近日， 国家电网发布了 2020 年社会

责任报告。 报告显示，2020 年国家电网完
成电网投资 4605 亿元，110（66）千伏以上
输电线路长度 114.2 万千米；建成充电桩
17.2 万个。 售电量达到 45783 亿千瓦时。

截至 2020 年底，国家电网清洁能源
机组并网容量 73572 万千瓦，占总并网容
量的 43.18%， 经营区域内清洁能源装机
容量增长 90%。 累计消纳清洁能源 7.4 万
亿千瓦时。

根据该报告，2021 年国家电网将总
投入 5795 亿元，同比增加 226 亿元，其中
电网投资 4730 亿元，同比增加 125 亿元。

据悉，国网所属 27 个省公司也作出
了特色承诺， 其中涉及清洁能源、 数字
化、电能替代等多个方面。

北京电力 做好建党 100 周年系列
重要活动供电保障工作。

山西电力 新能源利用率保持 95%
以上；完成电能替代电量 70 亿千瓦时以
上；实现小微企业“三零”服务。

天津电力 拓展电能替代深度广度，
推广新技术、 新应用， 实现替代电量 28
亿千瓦时。

山东电力 完成省间交易电量 1260亿
千瓦时。 建设 200个全电化数字供电所。

河北电力 实现清洁能源发电量超
180 亿千瓦时， 新能源装机总量将达到
1800 万千瓦。

冀北电力 区域并网新能源装机容
量超过 3000 万千瓦。 清洁能源装机容量
比重达到 63%。

上海电力 实现全市供电可靠率达
到 99.991%，核心区域达到 99.999%。

江苏电力 实现电能替代电量 245
亿千瓦时， 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超过 4700
万千瓦。

浙江电力 实现电能替代电量 90亿千
瓦时，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超过 35万千瓦。

河南电力 完成 “重点民生实事”工
程：5000 个配电台区和 5000 千米 10 千
伏及以下线路建设改造。

安徽电力 新建 6 座高速快充站、17
座专用站，68 座公共充电站，站内充电桩
达到 476 台。

江西电力 推动政企办电信息共享，
将网上办电功能嵌入省政府服务平台，
实现用户在线“一证办电”。

福建电力 全额消纳清洁能源；推进
电能替代，实现替代电量超 90 亿千瓦时。

四川电力 水电外送电量突破 1370
亿千瓦时。 助力电动汽车发展，全社会充
电量达到 10 亿千瓦时。

湖北电力 完成充电设施县级城区
全覆盖，乡镇镇区覆盖率超过 10%；建成
投运 80 个多站融合数据中心站。

重庆电力 低压小微企业全程办电 2
个环节，外线工程零成本，全程接电不超
过 8 个工作日。

湖南电力 完成电能替代电量 70 亿
千瓦时；不低于 10 亿元投资助力小微企
业，用电报装“零投资”。

辽宁电力 消纳清洁能源 710 亿千

瓦时。
吉 林 电 力 新 能 源 利 用 率 达 到

95.6%，风电发电量 127 亿千瓦时，全口径
光伏发电量 40 亿千瓦时。

青海电力 完善产业发展和易地搬
迁后续公共服务配套电网建设， 确保定
点扶贫玛多县脱贫不返贫。

黑龙江电力 拓展清洁能源消纳， 新
能源利用率不低于 97.4%。 实现电能替代
电量 23 亿千瓦时。

宁夏电力 实现替代电量 20 亿千瓦
时；压减全过程办电时间至 20 个工作日
内；实行小微企业“三零”服务。

蒙东电力 清洁能源电量 305 亿千
瓦时，占售电量比例 81.3%；完成外送电
量 1150 亿千瓦时。

新疆电力 完成“煤改电”一期工程
剩余 28.7 万户建设任务； 替代电量完成
40 亿千瓦时。

陕西电力 做好全运会保电工作；建
设充电桩 5000 台，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
各市区县充电设施全覆盖。

西藏电力 输送 20 亿千瓦时的西藏
水电、 光伏等清洁能源至中东部地区 11
省（市）消纳。

甘肃电力 解决存在大面积停电风
险的 110 千伏单线、单变变电站 11 座。

（本报记者 韩逸飞整理）

一季度新疆电力
市场化交易规模创新高

本报讯 日前，从新疆电力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获悉：今年新疆电力市场化交易
迎来开门红。一季度有 2077 家电力客户、
61 家售电公司和 582 家发电企业参与交
易， 市场化交易电量达 152 亿千瓦时，同
比翻了一番，规模创历史新高。

自“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以来，
新疆加快探索市场化方式促进新能源消
纳。 今年初，新疆电力市场化交易解除了
成交电量中新能源占比不超 13%的限制，
新能源市场化交易规模增长迅速，市场主
体参与新能源交易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一季度，全区市场化交易执行的新能
源电量达 1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四成。与
此同时， 有 22 家电力客户全部用上了纯
新能源电， 一季度签订新能源交易合同
109 亿千瓦时，比去年增加 34 亿千瓦时。

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部
副主任张新伟表示， 中国联通乌鲁木齐
市分公司运营的 490 座 5G 基站已经使
用全绿电， 如果新疆 6000 余座 5G 基站
全部采用新能源市场化交易， 全年可节
省用电成本约 1000 万元，相当于减排二
氧化碳约 18 万吨。

近年来，新疆持续加快“三基地一通
道”建设，加大电源开发力度，建成了“内
供四环网、外送四通道”的电网网架，全疆
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明显提升。 （殷明）

湖南将启动电网侧
储能示范工程三期

本报讯 4 月 15 日，在“第十届储能
国际峰会暨展览会”上，国网湖南电力公
司经济技术研究院透露了湖南储能发展
情况。据悉，“十四五”期间，湖南规划了储
能高中低三个方案，三个方案当中，中方
案将 450 万千瓦/900 万千瓦时作为 “十
四五”湖南储能发展目标，储能的发展模
式主要依托风光新能源提供电量支撑，电
化学提供日内调节支撑，提供高峰负荷供
电能力和新能源消纳能力。 据透露，2021
年湖南将实施电网侧电池储能示范工程
三期。

“十四五”后期乃至“十五五”，储能
需求将更多转向周、月、季调节能力的储
能。 为了提升储能的综合价值及电网运
行的安全稳定水平，湖南电网“十四五”
后期将规划发展“综合型”储能和超短时
支撑的储能示范工程。

据介绍， 电网侧储能布置的方式，从
规模上来说，大型储能通过在变电站附近
重新征地建设储能电站，一般规模不低于
50MW，采用 110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接
入，优先在新能源密集区或缺乏电源支撑
的负荷中心区域规划。中型储能利用变电
站的空闲土地和变电站采用合建模式,配
置规模一般小于 30MW, 采用 10 千伏电
压等级接入,优先在负荷中心规划。 而小
微型储能布置在季节性重过载配电网台
区， 单站配置规模一般为千瓦级， 通过
380 伏电压等级接入，优先选用可移动搬
迁的设备。

电源侧的大型储能主要是“一体化基
地”配套的储能，尚在规划当中；中型储能
通过风电/光伏电站配套储能，风电、光伏
按照相应配套比例进行配套， 采用 35 千
伏电压等级接入风光升压站。

业内建议，在储能商业模式上，采取
“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首先，通过示范
及配合模式进行，以电网工程示范及“新
能源+储能”进行“租赁共享”。 其次，通过
出台专项资金补贴模式，以多种渠道扩大
资金池规模,专项支持储能发展,。再次，采
取市场机制引导模式，促使储能通过电力
需求响应、现货市场交易、辅助服务市场
等获得收益。 （孙浩）

“以电为核心的能源系统”
首次纳入地方规划

本报讯 4 月 16 日，国网南京供电公
司调控人员运用能源互联网示范项
目———南京江北新区智慧能源协调控制
系统，实时监测调控冷、热、电各类用户用
能情况和分布式新能源发电情况，实现了
“以电为核心、社会综合能效最优”。

日前，《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正式发布。《纲
要》以专门篇章阐述了“建立以电为核心
的综合能源系统”， 在全国同类城市尚属
首家。

《纲要》 明确要推动能源领域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构建绿色低碳现代能源供给
体系。重点强调要建立以电为核心的综合
能源系统，实现地区之间、不同能源种类
之间及供能设备之间互联互济，降低用能
成本；加快能源科技创新步伐，积极推动
能源互联网示范应用， 布局新能源微电
网，推进储能技术示范项目建设。

2020年 7 月，南京市人民政府与国网
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为建设能源互联网示范应用提供了
政策支持。 在《纲要》正式发布前，南京供
电公司已在江北国家级新区开展区域能
源互联网建设，推动能源消费“智慧化”、
能源服务“多元化”。 （黄蕾 任俊宇 吴罡）

聚焦新型电力系统

4 月 11 日，山东莱
芜供电公司输电运检
室员工在 220 千伏山
汇线 108 号塔加装分
流条，山汇线是山东淄
博市博山区到济南市
莱芜区的跨区联络线
路，本次计划检修用两
天时间 ，5 个工作组共
计加装 7 基避雷器，对
7 基铁塔复合绝缘子进
行双串化改造， 并对 2
基“三跨”耐张段补强，
全面提升电网的供电
可靠性。 王宪才/摄

山山东东莱莱芜芜：：检检修修保保障障电电网网坚坚强强

资讯

本报讯 日前， 国网福建电力
闽西北电力智慧仓储基地在三明
正式启用。该基地位于福建三明供
电公司亿源沙县设备分公司厂区，
是国网福建电力在闽西北唯一的
电力仓储基地，也是目前全省智能
化程度最高的电力仓储基地。

该基地采用全流程智能化装
备配置， 在满足三明地区电网建
设需求的情况下， 向全省其他地
区电力系统产业单位开展电力物
资仓储及配送， 并为闽西北地区
提供电力抢险救灾物资的运输、
紧急配送作业， 实现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双赢。

去年以来， 为加快推动全市
制造业转型升级，按照“事业+产

业”思路，福建三明供电公司主动
与三明市工信局沟通， 积极配合
及时梳理全市电力行业现状和企
业发展需求， 充分利用亿源设备
公司原有闲置的土地、厂房，引入
闽西北电力智慧仓储基地项目，
有效盘活企业闲置资产， 拓展提
升企业发展空间， 实现制造业与
服务业融合发展。

与此同时， 福建三明供电公
司还积极搭建其福建闽光云商有
限公司与亿源设备分公司的战略
合作桥梁，通过在钢材供应、个性
化规格定制等方面深度合作，可
帮助亿源设备分公司每年节约原
材料采购成本近 200 万元。

（陈易强 卓桂良 傅淑婷）

本报讯 日前，国网白银供电公司启动
新一代集控站监控系统建设工作，选派 3名
变电专业骨干人员，赴南瑞公司驻厂参加新
一代集控站监控系统建设及过程验收。

新一代集控站监控系统按照国网公司
设计思路，在白银公司等地市公司率先试点
建设，系统基于一体化基础平台，在安全Ⅰ
区、安全Ⅱ区、安全Ⅳ区建设集控相关应用
功能；集控系统基于平台提供的服务总线、
消息总线等公共服务实现应用功能与信息
交互，基于平台人机界面实现主辅设备信息
一体化展示；在与外部其他系统交互方面，
集控系统与调度主站间交互调度指令、操作
信息、控制策略等数据，并实现与业务中台、
统一视频平台互联互通。

据悉， 该系统建设工作计划在今年
4-5 月在南京完成工程化图模制作、系统

内测、FAT 验收、系统拷机、技术人员培
训和出厂验收任务，6-10 月完成现场机
柜安装、网络布线、厂站数据接入、核对、
系统应用培训等任务。 系统预计 10 月下
旬投入试运行。

集控系统应用“一体监控、全景展示、
数据穿透、一键顺控、无纸化操作、综合防
误、智能告警、自动验收”等关键技术，逐
步具备对变电站主辅设备的 “全面监控、
远程遥控、一键顺控、智能巡检、智能联
动”五大功能，系统建成后将有效解决设
备监控强度不足、 设备管理细度不足、生
产信息化程度不足、智能化支撑力度不足
等问题，用先进的技术强化“设备主人”的
状态感知能力、缺陷发现能力、设备管控
能力、主动预警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张学文 张红平）

甘肃白银启动新一代
集控站监控系统建设工作

闽西北首个
电力智慧仓储基地启用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一场革命。作为连
接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枢纽平台，电网是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一环。 对于电网而言，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虽然面临眼下的转型之
痛，但放眼长远，更是一场机遇之战。

新型电力系统是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电力系统。

从装机占比来看，截至 2020 年底，我
国风电装机 2.8 亿千瓦 、 光伏发电装机
2.5 亿千瓦，新能源在电力装机总量中的
占比约 24%； 从发电量占比来看， 截至
2020 年底， 新能源发电量仅占整体发电
量的 9.5%。

未来，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无论是从装机占比还是从发电量
占比来看， 新能源都具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 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一半，甚至达到
70%或 80%，都不是梦想。

然而，与装机量占比提升相比，发电量
占比的提升更为艰难，对电力系统构成的挑
战也更大。 这需要电力系统特别是电网的一
些运行调度底层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

当前的电网是基于传统化石能源为
主体构建起来的电网，要适应新能源装机
量占主体甚至新能源发电量占主体的未
来电力系统，必然要经过痛苦的转型。

新型电力系统要求提升电力系统的
整体灵活性。

此前， 国家电网公司宣布，“十四五”
期间积极推动抽水蓄能电站科学布局、力
争在新能源集中开发地区和负荷中心新
增开工 2000 万千瓦以上装机、1000 亿元

以上投资规模的抽水蓄能电站。
除了抽水蓄能外，合理配置电化学储

能、提升需求侧响应，都是解决当前系统
灵活性的重要途径。

无论是在电源侧、电网侧、需求侧、储
能侧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实际上都需要
电网发挥核心牵引作用，把波动性、间歇
性的新能源通过系统的灵活调节变成友
好的、确保用电可靠的稳定电源。

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中，伴随新能源大量增加，电网需要提供
的备用容量和支撑能力也要同步提升。 特
别是随着大量分布式、碎片化新能源的接
入，对配电网将是更大的挑战。 这要求电
网用更合理的成本完善“毛细血管”，促使
配电网系统的建设，在成本效益方面寻求

最佳平衡点。
要应对这一系列挑战，既需要电网做

出物理和技术层面的转变，更需要电网进
行机制、体制和理念上的变革。

如，电网企业需从“海量实物资产的
运营”转型为“海量数据资产的运营”，依
托数据资产构建丰富的能源互联网产业
生态。

而在机制体制建设上，则需要完善深
度调峰辅助服务和其他灵活性资源交易
品种；打通碳排放市场、电力市场、可再生
能源配额制之间的机制壁垒。

尽管现阶段面临种种挑战， 但避免
“管道化”风险，真正实现从“过路电网”到
“枢纽平台”的华丽转身，新型电力系统更
像是电网的一场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