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核心阅读

从电力系统角度评估新能源使用成本，包括新能源场站成本和系统成本两部分。 随
着新能源发电渗透率提高，调节运行成本等系统成本将显著增加。 电网有没有能力消化
这部分成本？

6 月 16 日，四川甘孜州正斗一期 200MW 光伏
基地开标。 0.1476 元/千瓦时的中标价格让业内惊
呼“一毛钱一度电”的新能源时代越来越近了。

技术进步正推动新能源度电成本不断走低，然
而，上网侧的低电价不等于用户侧的低电价。对此，
有专家指出，随着新能源发电渗透率地提升，高比

例新能源消纳将带来整个电力系统成本的增加。 这
些成本包括常规电源的辅助服务、 电网新增投资，
以及新能源所承担的功率预测等考核费用。

那么，电力系统的成本增加，会不会传导到用
户侧的电价？ 电网有没有能力消化这些增加的系统
成本？

能能源源转转型型或或致致系系统统成成本本增增加加

电网方面相关人士指出，从电力系统角度评估新
能源利用成本，包括新能源场站成本和系统成本两部
分，其中，系统成本包括灵活性电源投资及改造成本、
系统调节运行成本、大电网扩展及补强投资、接网及
配网投资等。 随着新能源发电渗透率提高，调节运行
成本等系统成本将显著增加。

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装机占比越高，电力现货
市场的价差将会越大，同时，电力辅助服务需求、容量
充裕性需求将越高，电力系统的成本也随之增加。 “这
表明，能源转型也是有成本的。 同时提醒我们，在推动
能源转型的过程中，也要做好应对电力系统成本增加
的准备，实现平稳转型。 ”该业内人士称。

从电网领域来看，公开资料显示，“十四五”期间

电网及相关产业投资不低于 6 万亿元， 按照 50%计
算，输电网投资约为 3 万亿元，这部分投资基本上是
为满足可再生能源消纳所需增加的输电线路建设及
相关费用。如果按照 20 年投资回收期、8%回报率来计
算，那么平均每年的额外新增成本是 3055 亿元。

东吴证券研究所分析师刘博认为， 根据粗略估
算，同等容量可再生能源接入电力系统成本为常规能
源接入电力系统成本的 2-3 倍，这将进一步推高电网
投资。

“在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情况下， 如果将电源
侧和电网侧新增的成本全部传导至用户侧， 粗略估
算，相当于到‘十四五’末终端电价上涨约 7 分钱。 ”刘
博表示。

研究显示， 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和电量渗透
率的提升， 新能源承担的功率预测、 自动电压控
制、自动发电控制等考核费用增加，常规电源为平
抑新能源波动性提供的辅助服务成本增加， 电网
服务新能源接网及消纳的投资也将不断增加。

对于系统成本的增加会不会传导到终端电
价，业内普遍认为无需有此顾虑。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书长彭澎告诉
记者：“可再生能源的消纳， 并不仅仅是电网和可
再生能源之间的事情，不能仅靠电网调度实现，更
多的是需要释放整个系统的灵活性， 在不增加大
量基础设施投资的情况下，目前仍有潜力可挖。 ”

彭澎认为， 我国电力市场与国外电力市场不
同。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我国整体电力供
应将会进入偏紧的阶段， 这将促使电力应用更加
灵活，企业会有针对性地进行弹性调整，无需担心
终端电价上涨问题。

中国能源研究会配电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副秘
书长吴俊宏同样认为， 不必担心系统成本增加传
导到终端电价。

“现在电网的定位非常清晰，就是作为电力输
送的管道平台， 电网具有很强的成本控制和消化
能力。 同时， 整个电力系统也具有很大的挖潜空
间。 ”一位行业观察人士说。

新能源占比的增加， 将进一步激活对电力市
场辅助服务的需求。 辅助服务费用大幅增加是否
会传导到终端电价？

彭澎表示，对于辅助服务费用，应该秉持谁使
用谁付费的原则。 “如果想要一个高质量电能服
务，必然要付一个更高的价格，这符合市场规律。
现在看来，可再生能源的度电成本仍在下降，价差
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可再生能源有足够的底气支
付自己所需的灵活性服务费用。 ”

一位发改委专家表示， 现阶段电化学储能与
抽水蓄能的价格机制已经出台， 再加上风电光伏
已经平价， 说明当前电价机制内部仍有充分保障
空间。 另外，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的过程中，阶段性的电力现货价格暴涨、区
域性的缺电现象，都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最
终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 目前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才刚起步， 针对全社会的电价调整政策大概率
不会出现。

“想要解决辅助服务市场可能出现的涨价
问题， 就要进一步缩短交易周期、 增加交易频
次，给可再生能源更多的调整空间。 ”上述发改
委专家表示，“未来要建立适应可再生能源生产
特性的交易体系， 尽可能保护对用户友好的可
再生能源收益，鼓励其发展，这样也会一定程度
上避免由于辅助服务市场因素所带来的电价压
力传导。 ”

电网·要闻 21□主编：张子瑞 □ 版式：徐政
□电话：010-65369485��□邮箱：gjgdzk@163.com

□ 2021 年 6 月 21 日

新能源渗透率提升或推高电力系统成本，作为系统核心和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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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川川宜宜宾宾：：
““环环网网””助助力力向向家家坝坝
灌灌区区““南南水水北北调调””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韩韩逸逸飞飞

电电力力系系统统具具有有价价格格承承压压能能力力

避避免免辅辅助助服服务务带带来来的的电电价价压压力力传传导导

6 月 15 日，由国网四川宜宾
供电公司建设的 10 千伏邱黄线、
苏黄线“环网”供电线路顺利通过
试运行，正式送电并入电网运行，
为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金秋湖、
金坪镇段基建施工提供了安全、
稳定、可靠的用电保障。

向家坝水电站灌区北总干渠
是由国家“十三五”规划立项建设
的重大水利灌溉工程。 工程建成
后，将全面优化川南水资源配置，
改善城乡供水条件， 提高整体供
水环境质量和城市品质， 特别是
将打破长期以来内江、 自贡用水
难的困境。 陈刚/摄

本报讯 记者李文华报道：6 月 16
日，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获悉，5月份
海南省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40.72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5.38%，单月用电量创历史新高。
全省用电户数突破 320万户， 前 5月全社
会累计用电量 155.77 亿千瓦时， 同比增
长 17.30%。

据介绍，5 月份以来，海南持续出现
大范围高温天气， 降温负荷需求旺盛，
用电负荷连续 10 次创新高， 统调最高
负荷达 647.4 万千瓦， 统调日电量七创
新高，达 13681 万千瓦时。 5 月份第三产
业和居民用电高速增长，旅游市场持续
复苏，全省用电量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1
至 5 月，第一、二、三产业和居民用电量

均出现两位数增长。
据分析， 前 5 月第一产业累计用电

量 7.61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0.21%，其
中，农业、畜牧业、排灌用电需求继续保
持高速增长， 分别同比增长 15.37%、
59.13%和 65.77%。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加快推进，建
筑业及制造业用电需求提升， 第二产业
累计用电量 60.82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2.83%。 省内自贸港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火热，建筑业用电需求增长快速，同比增
长 32.01%，近两年平均增速 13.67%。

第三产业累计用电量 56.64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28.37%。 省内旅游市场持
续向好， 离岛免税市场火爆，“五一”小

长假及消博会的举办进一步拉高省内
旅游热度， 第三产业用电量也强劲恢
复，再次成为拉动省内用电量增长的主
要动力。 其中，批发及零售业、住宿和餐
饮业别同比增长 46.52%和 45.65%，拉高
第三产业用电 5.79 和 6.34 个百分点。
截至 5 月底，全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到 7.7 万辆，保有量占比位居全国第 4，
省内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也继续保持 2
倍以上增速，前 5 个月累计用电量达到
1.2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33.17%。

居民用电量累计 30.71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0.20%。 5 月份省内持续高温，空
调负荷对居民电量增长拉动较大， 环比
提高 44.25%。

据了解， 为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海南电网公司持续高位推动优化用电营
商环境， 印发 2021 年优化用电营商环境
举措，细化分解任务 12 项 43 小项举措台
账，做细做实“三零”（零上门、零审批、零
投资）、“三省”（省力、省时、省钱）服务。

此外，该公司不断完善与自贸港相
适应的营商环境管理机制， 选取江东
新区、 博鳌乐城新区进行业扩报装超
常规试点， 实现高压办电精简至 2 个
环节， 全省低压居民和高压单电源客
户平均接电时间大幅低于承诺时间。
积极推进住宅小区电力抄表到户工
作， 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改造共 46.5 万
户，2021 年全省用电户数近 320 万户。

海南 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创历史新高

浙江就电网“十四五”
规划征求意见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根据浙
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浙江省省级
专项规划管理规定》，浙江省发改委日
前发布了《浙江省电网发展“十四五”
规划（征求意见稿）》。

按照上述《征求意见稿 》，将推
进配电网由单一的电能分配网络向
汇聚全类型源荷储资源， 实现向能
源供需安全高效匹配的综合性平台
升级。 促进新能源布局及储能、电动
汽车充换电设施等规划与配电网规
划衔接交互， 强化配电网资源优化
配置能力建设，实现分布式新能源、
储能与多元供能主体“即插即用”及
灵活消纳。 拓展配电网供电服务覆
盖面， 支撑重点行业终端用能领域
电能替代推进，满足港口岸电、电气
锅炉、 绿色照明等新型用能设施接
网需求。 持续推进长三角电网一体
化发展， 高标准开展一体化示范区
配电网建设，提升互联互供水平。 增
强配电网防灾抗灾能力， 在易受自
然灾害侵袭地区贯彻差异化设计理
念，合理提升建设标准。

根据此前规划， 浙江将构建坚
强的电力互联网 “入口”，实现新型
电力系统的广泛互联； 建设高度感
知、 双向互动电网，促进储能、充换
电设施、氢能、新型电力电子等技术
支撑新能源的友好接入， 实现新型
电力系统的灵活柔性； 建设新一代
电力调控系统， 推进各电压等级电
网协调发展， 实现新型电力系统安
全可控。

同时， 按照顶层设计、 分类实
施、分步推广原则，将在全省开展源
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工程示
范，创建 100 个左右县（市、区）级、
开发区（园区）、城区（社区）源网荷
储一体化试点，风光储一体化、风光
水（储）一体化、风光火（储）一体化
试点。 与送端省区合作存量“风光
水火储一体化”提升工程，增量“风
光水火储一体化”共建工程，新增跨
省输浙直流可再生能源电量比例
50%以上，灵绍直流可再生能源电量
比例 30%以上。

成成本本消消化化能能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