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近期，先
有三峡集团首个独立储能电站首期项
目成功并网，后有中国华能建成全球首
座百兆瓦级分散控制储能电站，在一系
列政策支持下，储能迎来了“黄金增长
期”，一批重点项目陆续建成并网。根据
国家能源局科技装备司数据 ， 预计
2021 年，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 400
万千瓦。

2021 年，国家层面先后发布了《关
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 （暂行）》《关于
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 等政
策，规范储能全流程管理要求，明确“无
歧视”并网，让储能参与市场交易，并网
调度有据可依。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
盟秘书长刘为认为：“政策认可了储能的
多重价值，在市场的推动下，储能将创造
出更多元的商业模式。 ”

刘为认为，2021 年，储能政策频出，
带动了市场装机， 让储能实现规模化装
机成为可能。

国务院原参事吴宗鑫认为， 储能发

展将是一定时期内的发展重点， 各地政
府也分别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撑政策，经
历 10 余年的发展，储能的战略定位得到
了广泛的认可。“储能实现规模化发展的
机遇已经到来。 ”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微网储能事业部
总经理黎朝晖表示，目前，储能行业标准
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完善， 为后续储能产
业商业化运作和大规模应用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在此背景下，一批储能项目正在加
速落地。 宁德时代此前发布公告称，将
投资不超过 70 亿元建设贵州新能源动
力及储能电池生产制造基地一期项目，
此前该公司与中国华电在山东华电滕
州百兆瓦时级集中式电化学储能项目
上已达成合作。骆驼股份借助储能集装
箱产品成熟技术，已和三峡电能达成战
略合作， 成功进入储能集成系统行业，
有望凭借电池领域技术积累加速储能
系统业务开拓， 分享储能行业发展红
利。 亿纬锂能也在推动 50 吉瓦时动力
储能电池项目落地，加快储能板块的推

进速度。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截至 2020

年底，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约 330 万
千瓦。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预测，
保守场景下，“十四五”期间，储能市场
市场总量将超过 3500 万千瓦， 复合增
长率将保持在 57%左右。 刘为分析认
为，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
的《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
意见》，到 2025 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
达 3000 万千瓦以上，在“十四五”时期
我国储能产业将至少实现 10 倍以上的
增长。 “保守估计，2022 年累计装机将
超过 700 万千瓦。 ”

黎朝晖则认为， 储能是新型电力系
统公认的能量“调节器”。根据 2021 年风
光装机规模和“十四五”期间风光装机规
划，2022 年储能的装机总量可能是 2021
年的 1.5 倍， 新型储能装机规模有望超
过 600 万千瓦。

一位发改委专家告诉记者，“储能
的发展不仅是追求规模， 怎样形成多
方共赢的新型储能市场环境才是关

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储能行业稳健
发展。 ”

在黎朝晖看来，2022 年起， 储能的
成本将会继续下降， 储能市场规模将不
断提高。“辅助服务在全社会总电费中的
占比有望持续提升， 其市场机制完善将
助推国内新型储能长期发展。 ”

刘为认为，一个行业要在大爆发后
走得更远， 市场化运营机制必不可少。
“我国储能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经济性
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目前，锂电技
术在特定场合具备了一定经济性，还需
要积极拓展处在示范阶段的压缩空气、
飞轮储能、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等技
术的商业价值，长时储能也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

“从政策来看，新版两个细则，明确
了新型储能的独立主体身份和基本运行
管理框架，新增电力辅助服务新品种，激
发了新型储能的灵活性价值需求， 明确
了辅助服务成本分摊与传导等核心机
制， 为新型储能等灵活性资源的规模化
发展提供基础。 ”刘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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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政策密集发布 优质项目次第并网

储能装机规模有望成倍增长

2021 年岁末，央企重组新能源资产的消
息频出。 2021 年 12 月 28 日，中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其间接控股股东中国
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正筹划重大事项，涉及发
行股份购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
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中国船舶集团风电
发展有限公司 88.58%股权、 中船重工海为
（新疆）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洛阳双
瑞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44.64%少数股权、中船
重工（武汉）凌久电气有限公司 10%少数股
权，并拟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公告，此次资产
重组所涉及的五家公司，均涉及风力发电相
关的设备软硬件开发和制造业务。

2021 年 12 月 22 日，中国电建第三届董
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
中国电建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以
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新能源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平台，对下属控股子公
司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其
他下属控股子公司控股的新能源项目公司

进行重组整合，整合完成后的中国水电建设
集团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被整
合主体的有关股权，同时拟更名为“中国电
建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7 日，华电国际召开股东
大会，同意将第二批新能源资产、新能源股
权及新能源前期项目， 以总对价约人民币
52.89 亿元的价格出售给华电集团旗下唯一
的新能源业务发展与整合平台福新发展。 就
在 2021 年 12 月 7 日，福新发展成功引入 13
家战投，募集资金达到 150 亿元。据华电集团
消息，募集资金通过资本的杠杆效应将撬动
近 800 亿元投入新能源项目建设， 可促使超
过 1500 万千瓦的风电光伏项目落地。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非能源领域
的央企也想争得一定的发展机遇，传统能源
企业更是在积极谋求转型，大力发展可再生
能源。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林伯强表示，资产重组是中央企业进军新能
源、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方式。

日前，国资委发布《关于推进中央企
业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
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 ，中央企业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达到 50%以上 ，

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比重不低于 30%。上
述装机目标要如何实现？ 在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进程中，央企又要选择怎样
的发展路径？

全额保障收购扶贫光伏
光热发电2.26亿千瓦时

本报讯 近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发改委发布 《关于 2022 年新疆电网优
先发电优先购电计划的通知》。 《通知》
指出，推进优先发电政策落实，重点考
虑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
的保障性收购。落实国家关于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有关要求，加大保
障性风光发电消纳力度，引导新能源电
力项目建设。

2022 年新疆电网优先购电计划电量
507.53 亿千瓦时。 太阳能发电机组安排
优先发电计划 56.71 亿千瓦时。 其中扶
贫光伏、光热 2.26 亿千瓦时，实行全额
保障收购；保障性光伏 29.63 亿千瓦时，
一类、 二类资源区内优先小时数分别为
1500、1350 小时；非保障性光伏 24.82 亿
千瓦时，优先小时数 280 小时，列入第一
批发电侧光伏储能联合运行试点的项目
再增加 100 小时。 （张甄玲）

优先开展分布式
光伏市场化交易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印
发 2022 年 “稳中求进 ”高质量发展政
策清单 （第一批） 的通知， 提出了共
178 项优惠政策。 在光伏方面，支持开
展整县（市、区）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开
发试点， 对试点县规模化开发的分布
式光伏项目实行整体打包备案， 对项
目接网工程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在试
点县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推动
光伏发电就地就近消纳；加大政策性贷
款支持力度， 积极争取国家开发银行
“碳达峰、碳中和”专项贷款规模，提供
优惠贷款利率。

在风电方面， 加快海上风电基地建
设，符合条件的项目享受企业所得税“三
免三减半”政策。对于全省统筹布局建设
的海上风电项目， 建成投用后形成的能
源增量，50%由省里统筹，50%留给所在
市；对光伏发电等其他可再生能源项目，
建成投用后形成的能源增量， 全部留给
所在市。 留给所在市的新能源能源增
量， 除国家和省里布局的重大项目外，
必须全部用于非“两高”项目建设。对使
用省级收储能耗指标的省重大项目、省
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优选项目、省“双
招双引”重点签约项目给予重点支持，并
在购买能耗、 煤耗指标时按照基准价格
给予不低于 20%的优惠。 （左勇）

重组资产 优化资源配置
林伯强认为，实现到 2025 年中央

企业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达到
50%以上的目标并非难事。 一方面，央
企通过资产重组可直接获取成熟项
目，另一方面，即便是自行开发，“中央
企业在可再生能源的资源获取上有很
强的竞争力， 无论是资金成本还是战
略眼光，都具备强大优势”。 林伯强指
出，未来，无论光伏还是风电，优质光

照和风力资源的获取将成为电站成功
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虽然很多央企看起来没有太多
的新能源业务， 也没有大力开发新能
源电站， 但实际上却并没有缺席此前
的‘圈地’，是有资源和项目储备的。 大
量优势资源区的优势地块其实都掌握
在央企手中。 ”有行业人士表示，央企
资金实力雄厚， 往往可以计划得更加

长远。 “有备无患、未雨绸缪，资源‘圈’
到手，即便是前几年不开发、不赚钱也
无所谓。 现在国家鼓励发展新能源的
政策导向已经非常明显， 这时再启动
开发，既顺应了国家政策，整个产业链
和市场环境也相对成熟规范， 又可以
少走弯路。 早有准备的央企想要进入
或者转型新能源领域， 竞争力可以迅
速显现出来。 ”

优势突出 竞争力可快速显现

“当然，央企在发展新能源上面临
的压力也迫使其必须实现快速转
型。 ”林伯强指出，当前，国家已经制
定了碳达峰、 碳中和的宏观目标，对
于中央企业也提出了明确的装机要
求， 这些对央企而言都是切实的外部
压力。

国内某能源央企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央企的新能源装机进度有精准

的时间表。 “最近四五年时间内，每年
要增加多少新能源装机，其中风电光
伏各是多少，都是有明确要求的。 相
关部门要求按时汇报项目推进情况，
如果某个项目要申请延期，必须有相
当充分的理由，否则不能长时间延后
或暂停。 ”

林伯强认为，目前，国内许多央
企都进入了“世界 500 强”榜单。 “对

这些企业而言，下一步如果不能很好
践行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不管传
统业务再强，可能都无法继续留在榜
单内。 比如传统的火电央企集团，即
便是火电业务盈利持续向好，实力不
断增强，如果在新能源领域没有任何
动作，也会面临难题。 这就是央企必
须面对的压力。 在这样的压力下，央
企必须积极行动起来。 ”

外力驱动 积极谋求业务转型

近年来，广西梧州市苍梧县
大力发展风电产业，推动绿色清
洁能源建设， 形成了集风力发
电、观光旅游、环保示范于一体
的风电长廊， 助推乡村旅游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润堡风电场，位于苍梧
县六堡镇，一期项目总装机容量
为 5 万千瓦， 年发电量约 1.13
亿千瓦时， 每年可节约标煤约
3.8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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