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驱动下，风力
发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将迎来跨越
式发展，以补贴刺激发展的策略已不再
适合当下。 实现能源转型的可持续化推
进， 需要依靠市场化手段进行调节，绿
电交易应运而生。 让绿电进入交易市
场，激活其消费价值，从而影响公众对
于绿色价值、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的认
识与实践。

市场化背景下电力交易下一步棋
应如何落子，仍需大胆探索。 江西省将
目光锁定在了研究构建电力中长期分
时段交易市场体系上。

2019 年，江西省能源局会商江西电
力交易中心开展分时段交易研究工作，
根据不同季节、时段的用电特性，将中
长期交易细分为峰、平、谷、尖 4 个时段，
并差异化设定价格上限，通过市场化手
段引导市场主体错避峰用电，促进电力
供需平衡。

2020 年 3 月，国网江西电力提供分
时段交易计量模拟数据，为后续设计符
合江西实际的中长期分时段交易机制
及模拟测试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 同年
7-9 月， 江西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模
拟交易，进一步完善分时段交易方案和
相关规则。

2021 年 1-10 月， 江西电力交易中
心共计组织分时段交易电量 333.56 亿
千瓦时。 迎峰度夏期间，996 家分时段交
易用户转移尖峰负荷 30-35 万千瓦。 有
效推动了上下游产业发展，大幅拓展了
储能、 电动汽车等需求侧发展空间，优
化投资收益的同时，提升了电力系统调
节能力和新能源消纳能力，释放灵活性
资源利润空间 5.34 亿元。

2021 年 4 月，江西电力交易中心探
索出的分时段中长期交易市场体系被纳
入国家发改委市场化交易典型经验向全
国推广实施。

为开启江西省绿色电力消费新模
式，发挥交易模式的建制化优势，江西电
力交易中心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5 日开展了该省第四季度电力市场
绿色电力交易。 此次绿色电力交易是在
分时段中长期交易市场机制框架内，独
立设置的交易品种， 确保绿色电力交易
品种优先组织、优先执行、优先结算，实
现绿色电力全生命周期可信溯源。 交易
采取双边协商交易方式，通过“e-交易”
APP 开展， 具有绿色电力需求且进入

《江西省电力市场化交易用户准入目录》
的电力用户均可参与。 绿色电力在电力
市场中所体现的环境价值， 能精准传导
至新能源企业，引导并激励新能源投资，
推动进入平价时代， 而国际公认的无补
贴风电、光伏发电参与交易，便于与国际
惯例有效对接。 截至 10 月底，江西绿色
电力成交量达 1200 万千瓦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国网江
西电力秉持国企担当， 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主动破局，在坚强智能电网建设、
需求侧精细管理、 运行调峰能力提升等
方面努力探索新型电力系统构建路径，
在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上贡献了江
西思路。 （晏锋 熊宁 张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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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江西西：：新新型型电电力力系系统统实实践践正正当当时时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
村发展对能源多元化和品质服务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乡镇用能尚有诸
多问题亟待解决。 在供给侧，存在配网
可靠性薄弱且投资效益不佳、丰富清洁
能源缺乏合理调控手段等问题；在需求
侧，存在季节、峰谷差异大导致供需不
匹配、单一供用能方式制约乡镇发展等
问题。

国网江西电力在吉安市新干县打
造具有江西特色的乡村综合能源示范
点，为乡村能源开发利用及生态环境改
善提供新思路。

该示范区围绕 “四层”“三面”“一
网”进行打造。“四层”指源网荷储，即通
过优化整合本地电源侧、电网侧、负荷
侧、储能等资源，以先进技术突破和体
制机制创新为支撑，探索构建源网荷储
高度融合的新型电力系统；“三面”则涵
盖能源网架、信息支撑、价值创造，打造
乡村能源互联网生态圈；“一网”指构建
综合能源互联网。通过该体系形成乡村
综合能源技术集中展示窗口，实现“生
态新思路、零碳新地标、数字新台区、美
丽新农村”建设目标。

目前，该示范区建成了总装机≥4

兆瓦的乡镇综合能源管理系统。 其中
乡镇特色清洁能源包括 3 座商用光
伏、村级扶贫电站和户用光伏、4 座小
水电站、电池储能、沼气发电系统和地
源热泵系统； 乡镇特色负荷包括生态
养殖、生态农业、环境治理等。 通过多
能互补技术， 在电网设备负载率满足
要求的前提下实现乡镇全域能源需
求。同时，该示范区也作为国家电网新

能源云平台的示范项目， 使国网新能
源云平台率先在江西落地， 掌握生态
养殖业综合能源管理平台、 能源智能
控制器、 边缘管控装置等软硬件核心
成果，为全国大型生态养殖、生态农业
和生态旅游项目开发提供综合能源一
体化解决方案。

2021 年 8 月，该示范区被纳入国网
第二批乡村电气化建设示范县名单。

自国家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
来， 江西省能源局为有序引导新能源
项目发展，设置了论证库、近期库、优
选库体系，光伏项目表现突出，仅 2021
年论证库项目装机新增 2546 万千瓦、
近期库新增 1453 万千瓦、 优选库新增
303 万千瓦。

光伏发电项目如雨后春笋般集中
爆发，发电企业开发热情高涨，电力公
司站在风口浪尖上更不能自乱阵脚。
新能源如何发展、 如何接入、 如何消
纳、调峰能力能否满足需求，成为行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答题。

在难题面前，国网江西电力交出
了满意的答卷。他们借助专业技术优
势，迅速组建能源发展与电力规划研
究科技攻关团队，在科研项目研究与
标准编制方面双管齐下，迅速规划出
一套可行的落地方案。 研究表明，江
西省内风电发展受资源限制，中长期
来看光伏发展空间较广， 按 2025 年
风电 700 万千瓦、 光伏 2400 万千瓦
（96%利用率） 测算， 储能规模约在
225 万千瓦（2 小时）以上。 新能源接

入可按照 “集中接入、 打捆送出”和
“分布式接入、就近消纳”原则，针对
优选库内项目应接尽接，引导消纳困
难地区进行新能源布局，对网架薄弱
地区进行补强电网。

理论结合实际， 国网江西电力进
一步明确了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工作
方向。 通过优化电网投资结构，持续加
大新能源配套电网投入， 全力满足省
内新能源项目接网需求。 同时不断优
化电网运行方式， 充分挖掘电网调峰
能力，保障新能源优先发电，推动新能
源发电高效利用。

据国网江西电力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21 年 9 月， 江西省新能源全口径
装机达到 1456.2 万千瓦， 同比增长
34.3%， 达到 2015 年装机规模的 10.9
倍； 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权重达
12.9%，超国家考核指标 0.9 个百分点。
以火电为主、 水电为辅的能源供应格
局出现巨大变化， 新能源装机和年发
电量双双挤入第二位， 火电占比逐步
降低，水电占比则退居第三。 江西新能
源发展驶入快车道。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江西也迎来了关键跨越期，在加快革
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范、在推动中部崛起上勇争先，成为江西发展
的两大重要议题。 能源电力行业转型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年来，
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能源转型、绿色发展”理念
下，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下称“国网江西电力”）把推进能源转型
作为根本任务，开启绿色电力市场消费模式，加快综合能源小镇示范建
设，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助力高质量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上不断探索与实践。

新能源发展驶入快车道

综合能源助力生态乡镇建设

时段交易探索电改出路

国网江西电力员工穿过油菜花地巡视线路安全。 王国红/摄

江江西西湖湖口口县县屏屏峰峰风风电电场场。。 陈陈红红英英//摄摄

南长线特高压铁塔正在组立。 周洁雯/摄

正在建设的江西新干县综合能源示范利用点。 孙隽源/摄

晨晨曦曦中中的的江江西西省省会会昌昌县县 2200 兆兆瓦瓦集集中中式式并并网网太太阳阳能能光光伏伏电电站站。。 朱朱海海鹏鹏//摄摄

500 千伏瑞昌输变电工程成功投运，加强和优化江西北部地区网架结构。 黄邦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