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

电网·要闻 21□主编：张子瑞 □ 版式：徐政
□电话：010-65369492��□邮箱：gjgdzk@163.com

□ 2021 年 4 月 26 日

新新政政提提出出通通过过关关键键节节点点布布局局新新型型电电化化学学储储能能——————

电电网网侧侧储储能能 有有望望重重启启 ？？

核心阅读

新政提出，在政策机制方面，明确新型储能独立市场主体地位，健全新型
储能价格机制。 建立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容量电价机制，逐步推动储能电站参
与电力市场，这有可能会转变电网对电化学储能的态度。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韩韩逸逸飞飞

4 月 2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联合发布公告，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
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主要针对除抽水蓄能以外的

新型电储能技术， 覆盖电源侧、 电网侧和用户
侧。 其中，特别提出通过关键节点布局电网侧储
能， 提升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及大容量直流接
入后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和安全稳定水平。 在电
网末端及偏远地区， 建设电网侧储能或风光储
电站，提高电网供电能力。

电电网网对对电电化化学学储储能能态态度度或或生生变变

《征求意见稿》提出，到 2025 年，要实现新
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 市场
环境和商业模式基本成熟，装机规模达 3000 万
千瓦以上。 到 2030 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
化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水平稳居全球前列，标
准体系、市场机制、商业模式成熟健全，与电力
系统各环节深度融合发展， 装机规模基本满足
新型电力系统相应需求， 新型储能成为能源领
域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支撑之一。

对此， 中国能源研究会配电企业发展研究
中心副秘书长吴俊宏表示，当前，电化学储能对
比抽水蓄能在成本和应用场景上存在一定优
势。 之前，禁止电网侧储能纳入输配电价，是为
了保证市场的透明度。 现在，随着储能技术的进
步、 成本的下降以及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发挥的

作用，如果还禁止储能纳入输配电价，确实有失
公平。

“所以，此次《征求意见稿》提出，在政策机制
方面，明确新型储能独立市场主体地位，健全新
型储能价格机制。 建立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容
量电价机制，逐步推动储能电站参与电力市场，
这有可能会转变电网对电化学储能的态度。 ”吴
俊宏表示。

一位发改委系统研究人士认为，过去并不是
电网不想发展电化学储能，而是由于政策限制，
导致电网侧储能发展暂缓。 电网是连接能源生
产和消费的平台，也是电力系统碳减排的核心枢
纽。 《征求意见稿》提出要推动电网侧储能合理
化布局，从发展目标来看，将电网侧储能纳入输
配电价是大势所趋。

对此，有专家提出，目前，电
网侧储能在电网应用中主要起到
电网调峰和调频的功能。 鉴于电
网侧电化学储能投资小、 运营周
期短，相关技术方案、电池性能及
造价水平处于快速变化之中，此
时《征求意见稿》提出将电化学储
能重新纳入输配电价， 可能会导
致电价市场紊乱。

发改委系统研究人士表示，根
据现行的 《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
法》，电储能设施的成本费用不得计
入输配电定价成本， 因此电网企业

直接投资的储能站， 其成本无法通
过输配电价疏导。此外，目前国内各
省区均未出台明确的电网侧储能投
资回收机制。因此，在电网侧储能被
纳入输配电价成本之前， 亟待建立
有效的投资回报机制。

上述专家认为，“《征求意见稿》
提出要研究探索将电网替代性储能
设施成本收益纳入输配电价回收，
这其实就是将储能电站看作电网的
资产， 帮助电网回收投资储能电站
的建设成本， 仅是为了建立有效的
投资回报， 暂时还不需要担心会扰

乱价格市场。 ”
在吴俊宏看来， 想要保障电价

市场平稳， 还需要后续监管和细则
的发布。 “既符合电力系统规划和相
关技术标准， 又接受调度机构统一
调度的电网侧储能， 有助于减少或
延缓电网输配电设施投资， 也有利
于降低全社会平均用电成本。 不过
在国内电力市场成熟完善前， 为了
促进电网侧储能的健康有序发展，
保障电价市场的平稳运行， 电网侧
储能纳入输配电价， 仍需国家出台
下一步管理措施。 ”

根据相关统计， 目前全国已有
十省市布局建设电网侧储能项目，
总规模超 1037MW/1980MWh。 其
中尤以江苏热度最高、项目最多。

电网侧储能规划多为调整电
力负荷削峰填谷、 促进新能源消
纳为目的。 就近期因电力供应缺
口引发热议的湖南、浙江来说，已
布局建设多个电池储能项目，但
是在《征求意见稿》中，并未清晰
的规划出电网侧需要多少电化学
储能项目。

对此， 发改委系统研究人士表
示，《征求意见稿》 仅提出要建设
3000 万千瓦的储能项目，但并没有
给出各需求侧的储能建设配比。 这
就意味着对于电网来说， 所需要的
电化学储能数量其实是一个模糊的
概念。 仅能通过“十四五”期间新建
多少风光项目， 给新项目配多少储
能， 以及减去抽水蓄能和用户侧储
能规划量进行计算， 有可能出现电
网占需求大头或者需求量极其小的
两极情况。

吴俊宏同样认为，现阶段对于
电网侧需要多少电化学储能还规
划不出来。 “现在电网无法估算出
对电化学储能的需求总量，可以这
么说，没有电网侧储能，电力系统
一样可以正常健康发展，电力系统
可以通过在用户侧或者发电侧进
行调节，并非完全依赖电网侧。 所
以， 想要知道电网需要多少储能，
就需要像当年论证特高压一样，先
有一套设想，再去论证这一设想是
否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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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重庆江津区白沙
工业园发展建设需要， 需拆
除 10 千伏海高线 19 号杆和
27 号杆之间电杆、导线及附
属设备。 若采取停电作业方
式施工，将造成 7000 余户高
低压客户受到停电影响。 为
提高供电可靠性，日前，国网
重庆江津区供电公司带电作
业人员成功完成江津区白沙
工业园 10 千伏海高线 19 号
杆和 27 号杆直线杆改耐张
杆带电作业， 保证该线路沿
线客户不停电。 王化全/摄

纳纳入入输输配配电电价价细细则则仍仍需需明明确确

电电网网侧侧到到底底需需要要多多少少电电化化学学储储能能？？

■■刘煜谦 刘提 张正华

4 月 21 日， 浙江在建规模最大的输
变电工程———丽西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
项目经理谭勇锋收到该工程绿色基建信
息反馈，依托国网浙江电力智慧基建平台
研发的电网基建工程“绿建码”显示，该工
程绿色建造水平达到 95 分，已转为绿码。

丽西 500 千伏变电站位于绿水青山、
植被覆盖优良的浙南山区龙泉市，生态保
护尤为重要。 该项目土地交付时已有回填
土但强度不符合要求， 按照以往经验，须
重新开挖回填分层压实，耗费时间成本且
施工过程碳排放量较高，因而此前评估时
工程绿色建造水平被判定为黄码。

“收到黄码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设计
单位及高等院校对地基处理方式进行研
讨优化。”谭勇锋说。工程最终采取强夯与
注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理和加固，所耗

工时和施工器械投入大幅缩减，预计减少
碳排放量近 30%，节省投资 240 万元。

当前，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全社会关
注的焦点，电网基建体量庞大，实现节能
减排对电网公司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国网浙江电力基于智
慧基建平台，深化大数据应用，构建电网
绿色建造评价体系， 推出电网基建工程
“绿建码”。

这是全国电网建设领域首个支撑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大数据产品，以量化
评估工程建设全过程节能控碳效力，为工
程建设节能减排与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数
据支持。

“绿建码” 作为工程建设的一个绿色
低碳标签， 以电网基建大数据为核心，
结合地区特点 ， 通过分析电网工程设
计 、施工 、交付等多个维度要素 ，基于
各要素权重影响，量化赋分后形成红黄

绿三色码，科学评价电网工程建设碳排
放水平，实现一“码”了然，为打造绿色
电网工程、推动电力基建绿色低碳发展
提供辅助决策。

国网浙江建设公司智慧基建负责人
吴锋豪表示，“绿建码”可辅助项目管理单
位，结合工程建设各环节各要素全过程数
据，分析影响碳排放水平的因素，精准制

定节能减排策略。
“绿建码”不仅能直观反映当前工程

建设整体碳排放水平， 还可对该省绿色
工地分布、 各地区绿色基建情况进行详
细分析并运用数字化技术预测未来发展
趋势，支撑做好科学决策，推动电力能源
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助力碳达峰目标如
期实现。

浙江深化大数据应用，推出电网基建工程“绿建码”———

““绿绿建建码码””让让电电网网工工程程碳碳排排放放水水平平一一““码码””了了然然

安徽将打造长三角特
高压电力枢纽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 4 月 21
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布《安徽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 文件
重点提及，要研发可控核聚变，制氢、
储氢及运输，小分子催化，煤炭清洁利
用， 智能电力电网， 分布式能源等技
术。加快突破风光水储互补、先进燃料
电池等技术瓶颈。

其中，在电网建设方面，文件提出
要加快推进“外电入皖”特高压输电通
道建设，加强两淮电力送出通道、过江
通道等省内重要输电工程建设， 强化
骨干网架结构， 打造长三角特高压电
力枢纽。加快主干网架结构升级，构建
坚强地区环网。 提高配电网智能化发
展水平，推动城乡供电服务均等化，实
施农网巩固提升工程， 推进老旧小区
供电设施改造， 提高供电质量和供电
可靠性。 发挥煤电机组基础性和调节
性作用， 依托两淮煤炭基地和沿江黄
金水道， 有序建设清洁高效坑口电站
和沿江电厂改扩建项目。优化“皖电东
送”机组运行方式，提升长三角电力互
济互保能力。同时，进一步优化电力交
易中心股份制结构， 推进增量配电业
务改革， 鼓励以混合所有制方式发展
增量配电业务。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 文件指出，
要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建设并举，
有力有序推进风电和光伏发展。 完
善抽水蓄能电站价格形成机制，发
挥抽水蓄能资源优势， 推进长三角
千万千瓦级绿色储能基地建设。 多
元高效利用生物质能。 积极推进太
阳能、地热能、空气能等在建筑领域
的应用。 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探
索推动电化学等储能应用， 提高新
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 进一步扩大
可再生能源应用规模。

在电力基础设施方面，文件明确，
要积极开展与内蒙古、陕西、山西、甘
肃等省区电力合作， 力争开工建设一
条“外电入皖”特高压输电工程。 续建
芜湖楚城扩建、 合肥紫蓬等 500 千伏
输变电工程，开工建设阜阳阜四、滁州
横山、 安庆四等 500 千伏和黄山大北
埠、 亳州上德等 220 千伏及以下输变
电工程。续建阜阳华润电厂二期、淮南
潘集电厂项目， 开工建设大唐滁州电
厂、亳州板集电厂二期、阜阳低热值煤
电厂和池州九华电厂二期等纳入国家
煤电建设规模的项目， 推进两淮坑口
和沿江改扩建项目前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