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指出，新
能源机组和配套送出工程建设的不同步将影响新
能源并网消纳。 各地和有关企业要采取切实行动，
尽快解决新能源并网消纳矛盾， 满足快速增长的
并网消纳需求。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要求， 电网企业要落实电
力体制改革相关要求， 把工作重点放在加强配电

网升级改造和接网服务等方面， 切实保障试点地
区分布式光伏等新能源的大规模接入需求， 确保
电力消纳。

据了解，在“双碳”目标下，各地新能源发展预
期大增，这使得电网转型的外部压力进一步加大。
只有尽快转型， 才能真正对新能源规模化并网张
开怀抱。

电电网网运运行行机机理理和和模模式式将将改改变变

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和新型用能设备的广泛接
入，对电网的挑战正在加剧，从传统电网到新型电
网，电力系统的运行特征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而构
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意味着风电
和光伏将成为电源主体，开始进入电量倍增阶段。

7月 14日，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召开的推动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研讨会上，国网再次明确，要积极
推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

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辛保安看来，新
型电力系统是传统电力系统的跨越升级。 从供给
侧看，新能源将逐步成为装机和电量主体；从用户

侧看，发用电一体“产消者”大量涌现；从电网侧
看，呈现以大电网为主导、多种电网形态相融并存
的格局；从系统整体看，运行机理和平衡模式出现
深刻变化。

清华大学孙宏斌教授团队表示， 构建新能源
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
径，也是电网转型的首要目标。 研究报告显示，我
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将从 2019 年的 30%提高到
2060 年的 90%，这对电网转型提出了硬要求。

此外， 伴随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行动的试点
启动，新能源接入并网需求再度被激发，电网迫切
需要转型，以应对碎片化新能源时代的到来。

一位发改委专家以浙江为例向记者表示，“十四
五”期间，浙江经济和电力将保持中速增长，全社会最
高用电负荷、全社会用电量预计年均增长 6%、5.4%，非
化石电源装机占比将超过 48%。同时风电、光伏等新能
源装机体量“倍增”；省外来电占最高负荷比例持续保
持约 1/3。 “高比例新能源、高比例外来电、高峰谷差，
‘三高’挑战让电网风险加大。 ”

风电和光伏并不能平衡瞬时电力负荷， 同时新能
源发电取决于天气状况。 “这就意味着，需要顶峰时顶
不上，需要暂停时停不下来。 ”上述发改委专家表示，
“与此同时，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冬、夏双峰特征，峰谷差
仍在不断扩大，电力保障供应难度系数不断加大。电网
不转型，不但无法应对新能源消纳难题，就连自身安全

稳定也会出现问题。 ”
另外，为适应“三高”、冬夏“双峰”形势下新能

源并网和消纳形势， 电网各环节建设和运营成本也
要增加。

根据数据显示，2020 年， 浙江最高电力负荷 9268
万千瓦，日最大峰谷差达 3314 万千瓦，统调尖峰负荷
95%以上累计时间为 27 小时，为了一年中的这 27 小时
尖峰用电， 需要建设约 5 台百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和相
关配套设施给予保障，投资高达数百亿元。

这就意味着，电网传统的技术手段和生产模式，已
不能适应高占比新能源的运行需求。 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就是推动电网解决保障消纳安全、实现低碳发展、
降低用能成本的“三元矛盾”。

辛保安认为， 新型电力系统是清洁低碳、 安全可
控、灵活高效、智能友好、开放互动的系统。对于国网来
说，推动电网向能源互联网升级的过程，就是推动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的过程，二者是一个问题、两个视角。

孙宏斌团队则从“源网荷储”四个方面，给出了电
网转型重点任务建议。 在“源”侧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
电力现货市场，逐步增加现货市场的份额，推动加快市
场主体由火电向新能源发电过渡。 支持多样化市场主
体参与市场，建设多种资源协同的辅助服务体系，明确
火电未来的角色定位和转型思路， 探索新能源发电固
定成本补偿机制。

“在‘网’侧，最重要的就是完善输电成本核算机制，
完善跨区域交易机制。”孙宏斌团队表示，“在‘荷’、‘储’两
侧，则要促进低碳多样化能源生态的电价体系发展，要以
电网为首，促进推动氢能相关技术发展，为储能拓展多种
商业模式，加大电网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力度。 ”

上述发改委专家表示，电网规划方面，当前亟待解
决的问题是加强网架建设， 加强网源荷储一体化协同
规划，消除新能源送出“卡脖子”环节；中长期则要提高
电网柔性，逐渐加强电网友好性，提升对新能源的主动
接纳能力，适时进一步增加省间互联，减少大规模新能
源送出受阻及带来的稳定性问题。

电电网网如如何何走走好好转转型型路路

不不转转型型难难以以保保障障新新能能源源消消纳纳

主主管管部部门门再再发发文文力力促促电电网网做做好好新新能能源源消消纳纳工工作作——————

新新能能源源增增长长预预期期或或加加速速电电网网转转型型

核心阅读

当前，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冬、夏双峰特征，峰谷差仍在不断扩大，电力保障供
应难度系数不断加大。电网不转型，不但无法应对新能源消纳难题，就连自身安全
稳定也会出现问题。

7月 12日，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召开建党 100周年庆祝活动供电保障总结表彰大会，总结保电成功经验。保电期间，国网
北京电力实现了“五零”：隐患治理“零死角”、度夏防汛“零疏漏”、设备运维“零盲区”、网络安防“零漏洞”、应急处置“零延迟”。
图为七一前夕，国网北京电缆公司“首都核心区”电缆青年突击队对地下电缆线路开展隐患排查工作。 赵旌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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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9 日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宝清储能电站：见证电网侧储能由冷转热

关注
北北京京电电力力：：““五五零零””实实现现成成功功保保电电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韩韩逸逸飞飞

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
区，不到半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上，两栋
白色的二层建筑物看起来普普通通。 很
难想象， 这里就是世界首座兆瓦级锂离
子调峰调频电池储能站、 世界首个无变
压器高压并网电池储能系统———宝清储
能电站。

作为南方电网储能事业的起点， 宝清
储能电站如何成功实现我国兆瓦级电池储
能站“零”的突破？ 又如何解决大容量锂离
子电池储能集成关键技术瓶颈？ 面对 “双
碳”目标，电化学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又
将在新能源高占比下电网发输配用实时平
衡方面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由零开始 由冷到热

“储能通过提高电力与电量平衡的协
同，全面提升清洁能源消纳能力、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水平、 电能质量和电网投资运行
效率，是安全可靠、绿色高效智能电网的关
键支撑技术。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电化学储能， 可以通俗理解为将固定

容量的电池串联在一起。然而，如何实现电
池大规模串联， 持续不断地为电网提供能
量，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事实上， 南方电网早在 2009 年 11
月就启动了“10MW 级电池储能站关键
技术研究及试点”工作。 2011 年 1 月 23
日建成并投运了世界首座调峰调频锂
离子电池储能站———深圳宝清电池储
能站，设计规模为 10MW/40MWh，首期
工程规模为 4MW/16MWh，由南方电网
调峰调频公司建设运营，首次验证了兆
瓦级电池储能系统在电网中运行的可
行性及特性。

宝清储能站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电池
选型、模块拓扑、系统集成、厂站设计的
完整技术路线， 同时也包含了自动化控
制、监控平台、消防系统等所有配套设计
方法。

目前，该项目已形成涵盖储能设备、储
能系统、 储能电站三个层次的设计技术标

准体系， 这不仅为行业发展提供示范和借
鉴，更引领了储能行业由冷到热的发展。

产学研用 齐头并进

“电站十余年的安全稳定运行，全面验
证了电化学储能系统具备的快速、 灵活的
调峰、调频、调压、黑启动等功能特性。下一
步， 我们将加快突破制约储能产业推广的
安全性、经济性和使用寿命等关键问题。 ”
南网调峰调频公司技术中心储能主管李勇
琦说。

据李勇琦介绍， 依托深圳宝清电池储
能站， 南网调峰调频公司研究提出了成套
储能规模化应用的技术方案，通过“产学研
用” 合作为我国储能行业发展培养了一批
专业人才、 带动了国内储能上下游企业的
发展。

“2009 年，比亚迪公司与南网同仁共同
验证大规模储能并网运行可行性， 多年的
示范运行， 帮助我们完善了电池系统集成
与容量提升技术， 为比亚迪后续在全球进

行电池储能系统推广打下了坚实基础。 ”比
亚迪副总裁何龙说。

针对锂电池寿命短，单体容量低，大规
模集成利用困难等突出问题。 研发团队通
过授权发明专利 20 余项，解决了从电池系
统、消防系统、能量转换系统、监控系统等
方面一系列的问题， 为储能发展提供规模
化应用的技术方案。

为解决大量电动汽车蓄电池退役的社
会问题，储能团队开展前瞻研究，试验了光
储充、电池梯次利用等多个应用场景，并于
2020 年在宝清电池储能站投运了示范工
程，目前转入商业化初期阶段。

系统集成 前景广阔

“随着高比例新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
设备的接入， 电网将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控
制特性， 新能源消纳和电网的稳定运行需
要建设大量储能支撑和保障。 新能源装机
若按照 5%-20%的原则配置储能， 前景广
阔。 ”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随着南方区域海上风电、光伏

等新能源装机规模不断增大，到 2030 年预
计抽水蓄能达 2000 万千瓦、电化学储能达
2000 万千瓦。

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
目标指引下， 电网企业加快抽水蓄能电站
建设和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 解决高
比例新能源、 高比例电力电子设备的接入
带来的问题。

针对电网侧储能投资回报困境， 相关
负责人认为， 科研团队依托国家能源局电
网侧储能研究课题，提出“投资多元化、运
行一体化”“先市场、后计划”分阶段推进的
电网侧储能商业模式建议， 并借鉴抽水蓄
能电价机制， 提出了电网侧储能两部制电
价建议。

近期， 南网提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
的新型电力系统， 由南网调峰调频公司建
设将东莞杨屋、 黎贝和广州芙蓉三个变电
站侧储能示范项目， 支持南方五省区及港
澳地区实现“双碳”目标。 （李文华）

全国首个“电碳指数”正式上线
本报讯 “舟山定海船舶制造厂，电碳指数 0.9，昨日碳排放量为

9 吨……”7 月 14 日，在舟山市能源大数据中心，全国首创的“电碳
指数”正式上线。用户走进大数据中心，可直观地了解到自己的碳排
放动态，为落实减碳行动提供科学数据参考。

“电碳指数”是指每消耗一度电所对应的碳排放量。国网舟山供
电公司公司与国网碳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建立“电碳指数”模型，集成
各个行业企业生产经营的用电、用气、用煤、用油等能耗数据，转换
成碳排放量，结合各行业企业用电量，进行精准统计、分析和赋码，
得出“电碳指数”数值。 电碳指数具有专业权威机构认证，经过反复
测试验算后，最大误差控制在 4%，保证了有效的参考价值。

与常规的利用企业产值规模和区域经济总量测算碳排放情况
的计算方法不同，电碳指数结合实时用电数据测算，具有实时性、直
观性和普遍性等特点，周期短暂、测算简单，舟山全市八大行业中所
有企业每天的碳排放量数据均可实现一天一更新。以某石油炼化企
业为例，该企业“电碳指数”为 6.81，根据一天的用电量 15000 千瓦
时可得知，当天的碳排放量约为 100 吨。

随着“电碳指数”的发布，一条碳排放评价、控制及中和的指标
体系和控制体系路径已初步建成， 将为政府合理规划布局产业、控
制与统筹碳排放量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支撑。 根据用户实际需求，国
网舟山供电公司将为企业提供优化用电方案，帮助企业改善用能情
况，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减碳降耗。

据悉，国网舟山供电公司还将依托“电碳指数”模型和能源
大数据中心，助力舟山市落实碳达峰行动，引导地方区域开展碳
排放权交易，帮助企业减碳降耗，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用
能体系。 （胡世财 富雨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