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超过 300 万千瓦，
预计 2025 年总需求将达到 3000 万千瓦。 到 2030
年， 新型储能规模将进一步增加到 1.5 亿千瓦左
右。 ”在近期的采访中，一位行业专家告诉记者，若
2030 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 我国大部分地
区光储结合可实现平价，储能市场空间可达 1.2 万
亿元以上。

多名受访人士告诉记者，由于现在缺少规范储
能电站并网时间的文件， 导致储能电站大量闲置。
“没有说明并网日期， 企业没有紧迫感。 1 月至 6
月，国内新增新型储能项目 257 个，储能规模 1180
万千瓦，真正在建的却没那么多。 ”

根据中关村储能联盟的预测，2021 年底，全国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量将达到 11.2 亿千瓦左右，
占总装机量的比重或上升至 47.3%，比 2020 年底提
高约 2.5%。

实际上，今年以来，在多项利好政策的推动下，
新型储能的装机规模增长迅猛，储能企业订单成倍
增加。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储能技术中心主任楚攀认为：“今后储能装
机会按照每年翻倍的速度递增， 完成 2025 年从商
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 装机规模达到 3000
万千瓦以上的目标任务，难度不大。 ”

装机量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很多省市区
要求强制配储。“新能源发电并网必须配储的要求，
会引发储能电站装机热潮。 ”楚攀提醒，“这种模式
并不持久，也很难保证质量。 ”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宝表示，储
能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支撑，对推进能源的供给侧
和需求侧改革意义重大。

不过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虽然储能的市场空
间巨大， 但现在的储能装机并没有规定并网时间，
只是要求了规模总量，“让不少企业有了钻政策的
空子。 细数现在储能行业的招标与中标公告，很少
规定并网时间，有很多企业选择了先招标，该申报
就申报，该拿指标就拿指标，但并不进行实质性建
设，并网发电的储能项目屈指可数。 ”

“储能作为新能源并网的前置条件， 其重要性
日益凸显，国家电投集团、国家能源集团、华能集
团、大唐集团等均给出了碳达峰的具体时间节点和
新能源装机目标。 ”某新能源企业从业者告诉记者，
“如果有类似要求风电光伏强制并网的政策， 将会
大大促进储能电站的并网量。 ”

为什么投建了储能电站却无法并网呢？
禾望电气集团总部营销部总经理崔少森坦言，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缺乏成熟的盈利模式，导致企业
投资建设意愿不强。 “各地陆续出台了新能源配套
储能的政策，这从侧面反映出了储能没有成熟可行
的市场运作机制，目前只有峰谷电价差有相对明确
的计算方式。 ”

上海煦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剑铎表
示：“各省储能政策要求虽有不同， 但均未对配置比
例及持续时长的制定依据进行详细说明， 亟需统筹
考虑区域电源规划、新能源发展情形、电力市场建设
进度等因素，合理测算电力系统储能需求，科学设计
配置比例与时长，避免储能电站‘跑马圈地’。 ”

多多地地积积极极推推行行代代理理购购电电，，取取消消固固定定销销售售电电价价，，采采用用市市场场价价格格

代代理理购购电电能能否否激激活活工工商商业业分分布布式式市市场场？？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姚姚金金楠楠 董董梓梓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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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配储政策拉动储能电站装机量猛增，但并网时间不定、盈利模式不明，导致企业“钻空子”

警惕储能电站“圈而不建”
■■本报记者 韩逸飞

有望提高分布式市场接受度 “此次电网出台的代理购电政策，
是通过经济手段调整电价，客观上增加了市场对分布式光伏电站的
接受度，无疑会为国内分布式光伏市场添一把火。 ”某分布式光伏总
包企业相关负责人周某认为，取消目录电价，将激发出工商业业主
投资安装分布式光伏的潜在需求。 “取消目录电价后，会增加光伏电
站中期投资回报，后续产生的经营收益在可预见的周期范围内也会
有所增长。 从节能降碳和能源转型的角度出发，目前安装光伏也是
一个被市场广为认可的有效方式，产业发展相对成熟。 ”

对于高能耗行业的企业而言，按照现行规定，由电网企业代理
购电的电价水平要按其他用户购电价格的 1.5 倍执行。 国网能源研
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室主任胡静告诉记者，当前，我国的宏观
政策方向并不鼓励高能耗企业盲目扩张，该类型企业的用电成本也
将走高，选择投资安装分布式光伏自发自用具有一定的经济性。

值得一提的是，周某认为，高能耗企业安装分布式光伏“更看
重的是解决高耗能带来的高碳排放问题”。 “仅靠建设光伏电站也
许只能解决 3%-5%的降碳需求，设法降低用电量才是更为有效的
降碳之策。 ”

近日，北京、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苏、浙江、甘肃等 20 余个省
（区、市）电网公司陆续发布代理购电电价公告。 公告显示，上述地区
已完全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暂未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工商
业用户从 12 月起将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 对于由电网企业代理购
电的高耗能用户，其电价水平按其他用户购电价格的 1.5 倍执行。

根据各地公告，12 月电网代理购电电价水平普遍高于此前的目
录电价。 这意味着，固定不变的目录电价变成了“能涨能跌”的市场
化电价。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将进一步激发工商业分布式光伏行业
的市场活力。

全面实施耕地用途管制
本报讯 近日，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联合下发了 《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
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 号），提出全面实施耕
地用途管制。

《通知》指出，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2020 年度
国土变更调查和督察执法情况看， 违法违规建设占用
耕地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必须严格耕地用途管制：一
是要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 二是要严
格管控一般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 三是要严格永久基
本农田占用与补划； 四是要改进和规范建设占用耕地
占补平衡；五是要严肃处置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各
地应进一步细化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
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管制措施， 全面实施耕地用
途管制。

土地问题一直是困扰光伏项目发展的一个重要问
题。近年来，很多光伏项目因为土地问题被拆除，据不完
全统计，2017 年 8 月，山东 6 个 29.8 万千瓦光伏项目因
环保问题被拆除；2020 年 8 月 3 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委提出，将对草原上在建运营的矿山、风电光伏等项目
限期退出；11 月 2 日，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下发《关于对
光伏项目用地进行核查的通知》， 要求重点核查自 2018
年 6月 1日以来建设的光伏项目土地利用情况， 即日起
停止光伏项目用地占用耕地的备案工作；东部的光伏项
目，许多以农光互补、渔光互补形式开展，部分省份也出
台了相关的标准。 （王淑娟）

加快推进“风光水一体化”项目
和百万级光伏基地建设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印发贵
州省扩大有效投资攻坚行动方案（2021—2023 年）的通
知》， 提出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2021—2023 年完成
能源投资 2300 亿元以上。在传统电力方面，有序推动传
统电力产业集群发展。 建设安全可靠智能高效电网，建
成“三横两联一中心”500 千伏骨干电网网架，加快实施
500 千伏独山至桂南电力外送新通道建设，支持建设盘
州变等 34 个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推进荔波县等 75 个
220 千伏变电站建设， 实现 220 千伏变电站县级全覆
盖。 加快实施乡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和电气化提升工
程。 加快威赫电厂、盘江新光电厂、贵州金元织金“上大
压小”电厂项目建设。

加快发展新能源。加快推进乌江、南北盘江、清水江
千万级“风光水一体化”项目和毕节、黔西南等 5 个百万
级光伏基地建设。 加强可再生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贵阳石厂坝、黔南黄丝等百万级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建设。 推动油气储气项目建设。 发展多式联运 LNG 罐
箱，建设天然气储备项目，形成上游供气企业和国家管
网公司不低于年合同销售量 10%、城镇燃气企业不低于
年用气量 5%、供气区域 3 天日均消费量的储气能力。建
立完善石油储备体系， 提高成品油供应保障和应急能
力，推动成品油管道与油库互联互通。 （张猛）

新闻背景：

电价市场化改革
进入具体操作实施阶
段， 工商业企业购买
电力告别了沿用多年
的政府目录电价 ，电
价将会随着煤电上网
价格上下浮动。

取消工商业目录
销售电价后， 工商业
用户可以选择进入电
力市场， 直接向发电
企 业 或 售 电 公 司 购
电， 电价将由市场交
易电价、输配电价、政
府 性 基 金 及 附 加 构
成； 也可以选择由电
网企业代理购电 ，电
价 将 由 代 理 购 电 价
格 、输配电 价 、政 府
性基金及附加构成 ，
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价
格按月测算， 向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报备。

有望提高分布式市场接受度

胡静指出，在此前开展的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
易试点中， 售电方和用电方达成中长期交易合同，
在合同期内电价是固定的，以这一价格便可测算出
光伏电站的基本收益。 但当前，电价随市场波动，投
资安装分布式光伏电站且自用比例较少，依靠参与
市场交易售电，可能收益并不稳定。

对此，周某也认为，随着市场开放程度不断
加大，光伏发电领域“隔墙售电”的市场可能也会
相应扩大。 “如果选择卖电给相邻的购电方，而不
是电力公司，这也会影响电站收益的测算。 ”

“在现行机制下， 电价跟随市场行情上下浮
动。如果‘分布式光伏+储能’的成本可以下降到一
定程度， 工商业业主选择投资安装分布式光储，不
仅可以灵活应对电价变化， 还可以增强电站的盈
利能力。 ”胡静分析，工商业光伏项目自发自用可
以在电价高峰时段节省用电成本，当前国内多地
已开始执行最新的峰谷电价，很多省市的工商业
电价最大峰谷价差已经超过 0.7 元/千瓦时，价差
进一步扩大也将提升“分布式光伏+储能”的整体
盈利空间。

提升盈利空间

“由于不同地区设置的涨跌幅度不同，未来不
同地域电价的差异性也将越来越明显。 ”周某认为，
太阳能资源分布并不均衡，这也会影响不同地区的
分布式光伏发展，“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投资安
装分布式光伏的意愿会更加强烈。 因为，在东部地
区，目前的工商业用户中，从事生产制造的企业相
对更多，企业厂房多，减排压力大，投资安装分布式
光伏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

“此外，由于光伏发电曲线呈现抛物线，晚上
不发电，早上开始慢慢出力，到中午达到高峰，随
后下落。 一般负荷特性呈现早晚双峰特性，与分布
式光伏的出力特性并不完全吻合， 如果业主通过
储能灵活调节资源， 让用电特性和光伏发电曲线

相吻合，收益要更明显。 ”胡静持有相同观点，东部
地区以制造业为主的工商业用户具备更加适应光
伏发电特性的能力，投资者对分布式光伏的接受度
也会更高。

“目前， 各地电网代理购电的电价刚刚出台，真
正的市场反馈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目前施行的代理
购电，其实更类似于一种‘统购统销’的模式。 此前，
用户是通过电网公司购电，现在也是，原有的交易模
式并没有完全颠覆， 只是将电价和终端需求联系起
来，根据终端需求的增长和降低设置了涨跌幅度。 ”
周某认为，随着我国电力交易机制的完善和优化，工
商业用户会真正迎来自主购售电的交易模式， 分布
式光伏的市场空间也将进一步打开。

东部地区意愿更强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泰顺县借助“光伏小康工程实施县”契机，推动全县 55 个经济薄弱村参与投资建设总装机容量约为 2 万千瓦
的兴农光伏电站。 经过近 3 年运行，该光伏发电站已带动 2.4 万低收入农户每户增收 1027 元，取得了良好社会效
益。 图为航拍浙江省泰顺县西旸镇的光伏电站。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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