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阅读

当前，20 多个省市出台政策，要求新能源电站配置储能，否则无法优先调度。 这实际
上，等同于强制新能源电站配储。 而从回归市场的角度来看，规模化配储能“死结”就在于
价格机制缺失。 在众多新能源企业看来，推动新能源电站强配储能的幕后推手，正是电网
企业。

近日，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十四五”时期深化
价格机制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 明确指出要完善风
电、光伏发电价格形成机制，落实新出台的抽水蓄能
价格机制，建立新型储能价格机制，推动新能源及相
关储能产业发展。 一时间，储能与电网的关系又被紧
紧锁定在一起。

根据记者梳理，截至 5 月底，各发电集团、电网企
业共发布 46 项储能相关招标政策，国家电网、南方电
网、国家电投、华能、华电、华润、三峡集团等众多央企
陆续发布储能项目设备或储能研究招标。

一位业内人士形象地描述了储能企业对电网企业又
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又怕电网不来，又怕电网胡来。 ”

规规模模化化配配储储尚尚不不具具备备价价格格机机制制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将带来能源电力系统结
构深度变革，必须解决电力供应、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及新能源高效利用的问题。 发展抽水蓄能电站和新型
储能是提升系统调节能力、促进新能源消纳的重要措
施，是新型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原副主任
辛耀中告诉记者，我国电网都是空气绝缘电网，很难
抵御自然灾害，同时，新能源发电作为清洁的二次能
源，无法大量存储，须即发即用。 被称为大型“充电
宝”的储能电站并网运行，不仅改变了传统电网的运
行形态，也改变了长久以来电网规划、设计、运维和
调度模式。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系统分析与混合仿
真研究所所长张东耀认为， 持续稳定可靠的供电，是
目前建设新型电力系统面临的最大压力。 “如果不能

稳定供电，地方电量不够，就会拉闸限电或者错峰用
电，其本质问题是我国现有的电力系统供应和调配能
力不足。 ”

高比例的新能源接入，直接改变了原有的电力系
统的特性。 张东耀表示，高比例的新能源所带来的电
网潮流潜在大幅波动，可能会导致电网热稳定更容易
受限；另外，高比例的新能源并网对电网的惯性、频率
的稳定都有挑战，对于电网的短路容量和电压稳定都
会造成较大影响。

在这种状况下， 电力系统中增加储能已成共识。
但是，当前突出的问题是，额外增加的储能装置，尚缺
乏投资回收渠道，储能也没有形成完善的价格机制。

“此次国家发改委出台通知，为建立储能价格机
制明确了方向，就看后续如何配套政策，细化落地。 ”
业内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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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新能源企业看来， 推动新能源电站强
配储能的幕后推手，正是电网企业。

不过，在辛耀中看来，现在电力系统各环节
均存在问题， 这致使储能客观上无法实现大规
模配置。

在电源侧， 储能可以与常规火电机组协调运
行，提升对电网的支撑作用，但是现在还缺乏相应
的市场模式和利益共享激励机制， 储能如何参与
辅助服务市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电网侧，储能
目前能够满足调峰和调频的需求， 但是针对多场
景需求的应用和协调控制能力不足。 在负荷侧，储

能参与需求响应， 利用峰谷价差或节省容量费进
行盈利，但峰谷电价模式单一，没有发挥用户侧储
能的汇聚效应。

辛耀中表示，如果回顾中国储能的发展历程，
可以发现， 国家电网对储能应用的研究重点经历
了一个周期的转变。 从最初的新能源发电侧转移
到电网侧储能、如今又重新转回到新能源发电侧。

有储能从业人士告诉记者， 储能需要电网方
面的认可，但又害怕电网方面介入太深，更担心手
握调度大全的电网企业，在调用储能上肆意作为。

张东耀认为，电网目前最大的顾虑是，如何实
现长时间储能。 “当新能源大量并网后，所带来的
电网供给波动性不是小时级的， 有可能是长时间
的不稳定。这就意味着 2-6 小时的储能是不够的，
需要研究更长时间甚至是周层面的储能。 ”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我国已投运的新型电力储能(包含电化学储能、
压缩空气、 飞轮、 超级电容等) 累计装机规模达到
3.28GW，同比增长 91.2%。 预计到 2025 年，我国新
型储能市场规模将比 2020年底的水平扩大 10倍。

根据《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 2021》保守估计，
2021-2025 年，电化学储能累计规模复合增长率为
57.4%，市场将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不过，中关村
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常务副理事长俞振华也认为，
时至今日， 国内储能产业依然没有摸索出适合自
身发展的恰当市场机制和商业模式。

现在从各类储能政策上看， 除抽水蓄能价格
机制取得突破外， 以电化学储能为代表的新型储
能仅有预期，实际上的电价机制仍不明朗。

对此，有专家认为，“建立新型储能价格机制”
是新型储能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 而出台针对新
型储能的容量电价， 是适应我国电力发展现状的
最有效的价格机制。

奇点能源王康表示， 现在电化学储能度电成
本是抽蓄的 2.5-3 倍， 其容量电价标准势必大幅
高于抽水蓄能，有可能造成社会用电成本攀升，同
时也是对抽蓄、 需求侧响应以及气电等灵活性资
源的挑战。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事业部技术总
工侯朝勇认为，未来随着电力市场化，储能成本在
电力系统各环节中的传导变得顺畅， 储能投资由
外部因素推动向自身经济性驱动转变， 储能才算
真正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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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文华报道：日前，从南
方电网公司获悉，受经济持续向好、大工
业投产达产、高温天气等诸多因素影响，
南方电网用电需求持续攀升， 用电负荷
需求已超过历史最高值，电力供应偏紧。
5 月 30 日， 南方电网今年累计统调发受
电量达 5109.53 亿千瓦时 ， 同比增长
23.54%， 统调最高负荷达 1.986 亿千瓦。
而在此前的 5 月 21 日，南方电网全网最
高负荷需求超过 2 亿千瓦，广东超过 1.3
亿千瓦，创下历史新高。

“南方五省区今年的负荷尤其来得
早、 来得高。 最主要因为是经济持续向
好。 ”南方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方式处
经理助理刘春晓表示。 南方电网发挥大
电网资源优化配置平台作用， 优化运行
方式，保障送电通道安全，确保了大电网

安全稳定和电力供应。
分地区看，5 月以来， 广东用电量同

比过去两年平均增长了 15.7%。 其中，粤
港澳大湾区是电力电量增长的主导力
量。 1-4 月，大湾区九市全社会用电量同
比去年增长近三成。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用电需求持续旺盛， 合计拉动增长 27.5
个百分点。

“我们常规产品的生产量提升了
10%，特规产品提升了 50%。 ”深圳劲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包装和印
刷材料的企业， 生产作业量比去年大幅
提升，摆脱了疫情的影响。该公司生产营
销分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邵博表示， 南方
电网深圳供电局对该公司的生产用电情
况进行分析，提前做 2500 千伏安的电量
增容。在今年生产用电紧张的情况下，生

产得到保障。
持续高温天气，也进一步拉动广东用

电负荷的增长。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电力
调度控制中心调度部经理孟子杰介绍，
广东省气温超过 30 摄氏度以上，气温每
上升 1 度，负荷就增长约 300 万千瓦。 而
5 月份以来， 广东的气温已达到 35 摄氏
度以上，较往年同期提高了 4 度。

目前，广东用电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云
南水电。 但进入 5 月以来，持续高温少雨
天气，云南的主力水电迟迟未入汛，加上
云南工业用电增长明显，1-4 月云南的用
电量同比增长了 31%， 电力供应偏紧，出
现缺口。 目前，广东全省 21 个地市已陆
续启动有序用电方案， 云南也在保障居
民用电的前提下， 对企业启动了有序用
电方案。

面对电力供应偏紧形势，南方电网充
分发挥大电网资源优化配置平台作用，
灵活调剂省间余缺， 强化优化电网的调
度运行方式，确保大电网的安全稳定。

为保障“西电东送”主通道安全，南方
电网已经对 9 回直流输电线路进行检修。
并出动无人机 11 万多架次，对 31 万多基
输电线路杆塔进行巡查， 保障输电设备
健康运行。

“我们还采用了市场化手段，引导用
户主动节约用电，参与系统削峰。 ”刘春
晓说，目前广东已经聚合了 283 家虚拟电
厂，注册总响应容量共 1130 万千瓦。

而在确实出现电力电量短缺的地区，
南方电网规范、精准实施有序用电，及时
发布有序用电预警， 提前通知并配合客
户合理安排生产，科学避峰。

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考验电网应对能力———

南网保供电出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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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长沙
特高压交流工程（湖南段）
进入组塔施工阶段

本报讯 5 月 31 日， 南昌-长沙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铁塔
组立首基试点在湖南省浏阳市张坊
镇成功举行，标志着该工程湖南段正
式进入组塔施工阶段。

作为国家“十四五”期间首个开工
的特高压交流工程， 南昌-长沙 1000
千伏输变电工程是雅中直流配套工
程，也是华中特高压交流环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该工程在长沙新建 1000 千
伏变电站 1 座，在湖南境内新建线路
2×115.7 千米、铁塔 439 基，途径浏阳
市、长沙县。

在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该工
程不到一个月完成了全部塔基交地，
张坊镇作为线路途径最长的一个乡
镇，目前基础浇制已完成 70%，并按
要求转序完成， 跑出特高压建设的
“张坊速度”，为铁塔首基试点奠定了
基础。

据国网湖南电力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首基试点旨在按照国家电网
公司“样板引路、试点先行”的要求，
通过首基铁塔试点组立施工，验证和
完善组塔施工方案的可行性，验证塔
材构件连接的合理性，规范组塔施工
工艺流程和现场的标准化布置，通过
以点带面，积极推进输电线路工程施
工、管理标准化建设，充分发挥工程
示范引领作用。

湖南段工程施工环境艰苦，工
期紧，任务重，尤其施工需要穿越浏
阳地区高山地带，给塔材运输、铁塔
组立带来一定挑战。 国网湖南电力
对此高度重视， 强化 “七个严格管
控”， 即严格实施施工组织方案、严
格完善强化岗位责任、 严格加强施
工现场材料管理、 严格施工安全管
理、严格施工现场质量管理、严格施
工现场进度管理、 严格管理工程资
料， 为工程有序顺利推进打下坚实
基础。

据悉 ， 该交流工程计划于今
年年底投入运行 ， 投运后将加强
华中地区省间联络 ， 优化华中主
网结构 ， 进一步提升湖南电网的
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 为服务
“三高四新 ”战略 ，实现湖南经济
社会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强有力
支撑。 （阮雪琴 刘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