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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能能替替代代仍仍需需爬爬坡坡过过坎坎
专专家家建建议议尽尽快快出出台台电电能能替替代代发发展展指指导导性性文文件件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苏苏南南

近日，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以下
简称“广西电网”）相继与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和贺州市签订“十四五”电力合作
协议。 计划投资 63.66 亿元和 58.3 亿元，
分别为玉林市、贺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有力电力保障和优质供电服务。

从“菜篮子”到“米袋子”再到“果盘
子”，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农村传
统种植业也正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升级。
广西电网努力当好广西乡村振兴的电力
“先行官”， 累计投资 119 亿元建设现代
化农村电网， 大力开展农网巩固提升专
项行动，优先保障脱贫地区、革命老区以
及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设资金， 提升
农村电网智能化水平和乡村振兴保障能
力，让乡村特色产业、乡村文旅发展路上
“电量满格”。

从“用上电”到“用好电”

“现在都是科学培育， 智能调控系统
能自动调节温度、湿度、通风、光照，这一
切都离不开电的支撑。 ”南方电网乡村振
兴定点帮扶县广西河池东兰县食用菌基
地负责人黄文越表示，广西电网为东兰县

食用菌产业提供专线保电，24 小时不间断
可靠供电，支撑智能调控系统等高科技技
术应用。 如今，该基地目前已建设成为广
西较大的食用菌研发中心，年产鲜菇超过
4800 吨。

据了解，自 2013 年以来，广西电网精
准规划东兰电网，累计完成东兰电网投资
12.31 亿元，不仅实现了从“用上电”到“用
好电”的变化，电网还越来越“聪明”，为乡
村振兴提供了强劲动能。 另外，“十四五”
期间， 南方电网将规划投资超过 5.3 亿元
建设东兰现代化农村电网，助力东兰县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

从“绿色用能”到“绿色出行”

在柳州市融安县县城广场东路，南
方电网广西融安综合能源服务站车来
车往，该站是广西首座具备电动汽车充
电服务、便民服务的县域综合能源服务
站，也是柳州市县域单站充电桩功率最
大、功能最齐全的电动汽车综合能源服
务站。

据了解，广西电网持续加大对乡镇充
电设施布点建设，建成 800 个充电桩、2 个

县级综合能源服务站， 实现广西设区市
111 个行政区、县充电场站全覆盖。

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推进广
西南宁横州市、钦州灵山县、梧州藤县
等 22 个县（市、区）整县屋顶分布式光
伏开发试点的要求， 广西电网积极行
动，与梧州藤县等 7 个地县区开展整县
光伏开发合作，加快相关配套工程研究
和建设。

从“绿色用能”到“绿色出行”，广西电
网全力服务农村新能源开发利用，持续做
好广西 2061 个光伏扶贫电站服务管理，
发布集中式新能源并网服务指南，优化农
村新能源项目并网服务流程，提升农村新
能源消纳能力。 目前，累计并网 35 千伏及
以上农村地区新能源项目 4 项，10 千伏及
以下分布式新能源项目 407 项，做到“应
并尽并”。

打好“服务牌” 保障“致富电”

刚一入冬，广西柳州柳江区“葱”满幸
福香葱产业（核心）示范区的香葱就进入
丰收季节。 随着柳州螺蛳粉产业的飞速发
展，原本不起眼的香葱作为螺蛳粉的配料

之一，种植面积已达 8 万亩，年产值突破
30 亿元。

由于香葱种植需要定时抽水灌溉，种
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也带来了用电困扰。
当数千台水泵同时启动， 使原本有着非
常充裕供电能力的线路瞬间电压突降。
南方电网广西柳州柳江供电局根据葱农
用电特点， 自行设计研发终端定时无功
补偿装置， 解决了大量水泵同时启动造
成的电压波动问题， 有力保障了香葱种
植的可靠用电。

近年来，广西电网持续优化农村地区
电力营商环境，打好优质贴心“服务牌”，
对农村客户精简办电手续，做深做细做实
“三零”“三省”服务，累计实施农村地区业
扩延伸 26 万户， 为客户减少接电成本约
2.2 亿元。 同时， 加快供电服务向 “互联
网+”模式转变，实现 22 项用电业务“一次
都不跑”。

2022 年，广西电网将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和实施乡村振兴统筹推进，加快构建以
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将电网建
设投资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边远地
区、革命老区倾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
供坚强电力保障。

累计投资 119亿元建设现代化农村电网，当好乡村振兴的电力“先行官”———

广西乡村振兴路上“电量满格”
■本报记者 李文华

“我国电能替代比重逐步提升”“能源电力绿色转型路径是终端用
能电气化”“电能替代大幅度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未来各领域电能替
代任务艰巨，需求巨大”———这是近日记者采访时听到的专家声音。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电能替代工作已经到了从重视替代量转向
重视质量和效率的阶段。 “十四五”期间，电能替代产业还需破解政策、
价值、技术、需求平衡等多方面难题。

在业内人士看来，能源消费侧电气化是推动我国重点行业绿色转
型的关键。 工业、交通、建筑、居民生活及农业等领域电气化水平的提
升，可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费，这些终端用能领域，剔除用作原料的部
分，总体化石能源深度脱碳空间为 20.87 亿吨标煤。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电能替代是实现能源转型和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必由之路”。 有研究数据显示，电能将成为最主要的终端能
源消费品种， 其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将从当前的 27%提高到
2060 年的 70%左右。预计到 2060 年，用电量将从 7.5 万亿千瓦时提
升到约 16 万亿千瓦时。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进程加快，能源的生
产、消费、利用形成新的变革，表现出能源生产加速清洁化、能源消
费高度电气化、能源利用日益高效化的显著特征。 ”一位业内研究人
士表示。

国网的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逐步提升。
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国网已累计推广实施电能替代项目 39 万余个，
替代电量 10088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散烧煤 5.6 亿吨，在能源消费终
端减排二氧化碳 9.97 亿吨。

业内专家指出，电能替代将带动用电需求
不断增加，需要从根本上解决“电从哪里来”的
问题。 碳排放约束下，电能增量应以清洁可再
生能源为主，电能替代与清洁能源必须协同发
展，相辅相成。

电能替代趋势下， 负荷创新高将成为常
态，“双碳” 目标推动清洁能源成为主力电源，
水、火等常规能源发挥系统调节作用，但是新
能源出力的随机波动性， 以及水资源的季节
性，将导致电力系统平衡失调，电能替代负荷
增高将进一步加剧供需平衡难度。这就需要大
力提升系统调节能力， 增加电能替代资源、设
备的灵活性，提高“源网荷储”协同互动水平，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电能替代初始投资大，电能替代项目的
经济性普遍较差，用户接受意愿低，因此，现
有电能替代政策以初投资阶段补贴为主。 ”
一位业内研究专家直言，除了热泵、电动汽
车、冷链物流等电能替代项目运营经济性良
好外，不少项目运营成本偏高。 比如电采暖，
运营成本高，导致用户改而未用、基本不用
的问题突出 。 2019 年-2020 年取暖数据显
示，分散式电采暖用户 19%改而不用，38%基
本不用。 此外，电能替代项目配套电网投资
和运维成本难以通过增售电回收，也是电能
替代需要面临的一道难题。

南网数字电网研究院高级经理李秋硕表
示，电能替代存在的问题，从政策层面看，缺少

长期性的引导性政策或战略规划， 阶梯电价
等机制制约电能替代推广和发展。 激励性内
容和形式比较单一， 缺少财政补贴、 税收减
免、 扶持激励等多方面的配套政策， 缺少必
要的激励措施。 电能替代政策落实和执行有
待加强。 “价值层面来讲，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对电能替代的激励作用尚未显现， 还需要
进一步推动碳排放核查、 管理等工作。 电能
替代价值链长， 诸多市场主体之间尚未形成
合力，缺乏成熟、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

另外，业内人士还指出，电能替代技术标准
体系尚不完善。 部分领域电能替代技术不成熟，
与传统技术和产品相比缺乏市场竞争力， 电网
供电能力不足以应对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

业内人士认为， 电能替代发展须破解技
术、经济、机制和理念等方面的制约，未来电能
替代必须统筹协调有序推进，以技术进步推动
变革。

上述研究专家建议， 加快建设新型电力
系统， 推动清洁电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

加强电能替代设备效率提升和减排效果以及
关键技术创新研究。

“未来要加快建设电碳协同市场 。 碳
排放纳入企业经营成本 ， 随着 ‘能源双
控 ’向 ‘碳双控 ’政策过渡 ，电能替代将在
减排和降成本方面发挥综合优势 。 ”该专

家指出 。
李秋硕建议， 相关部门要发布推动电能替

代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引导产业发展，在财政补
贴、税收减免、电价机制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各市场主体应加强合作，共同探索，试点经济可
行的商业模式。

40 年后电能替代比重提高至 70%

电能替代尚面临诸多难题

建议给予政策机制支持

核心阅读
研究数据显示，电能将成为最主要的终端能源消费品种，其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将从当前的 27%提高到 2060 年的 70%左右。 预计

到 2060 年，用电量将从 7.5 万亿千瓦时提升到约 16 万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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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资讯讯

为迎接春节用
电高峰的到来 ，国
网庐江县供电公司
组织运维人员针对
近期巡视中发现的
设备缺陷进行集中
消缺， 保证变电站
的安全、稳定运行，
为春节保供电工作
再上一道 “保险”。
图为 1 月 6 日 ，检
修人员对 35 千伏
万山变电站开展红
外测温特巡。

丁文康/摄

安安徽徽庐庐江江：：为为春春节节保保电电再再上上““保保险险””
青海电力系统高海拔
无人机智能巡检标准出台

本报讯 1 月 4 日， 青海省海东
市药草台林场 330 千伏兰吉线，国
网青海检修公司输电运维人员依据
《高海拔地区架空输电线路无人机
激光雷达扫描技术导则》 等 3 项标
准开展线路三维建模及自主巡检作
业。 该系列标准是青海电力系统首
批高海拔地区架空输电线路无人机
智能巡检领域企业标准， 由国网青
海检修公司于 2021 年编制发布，为
青海省输电线路无人机智能化巡检
提供了技术依据。

近年来，国网青海检修公司逐步
扩大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作业规模
和覆盖面，深化青海电网智能巡检体
系，提升运维检修质量和效率，实现
了无人机与青海主电网全景化智能
运检管控系统的互联，利用无人机航
拍采集数据，搭建实景三维平台。 此
外正在逐步实现无人机巡检作业智
能化和输电设备可视化管理，持续提
升科技成果赋能业务创新的价值能
力，加快电网巡检科技化、智能化转
型发展步伐。

据了解， 基于逐步丰富的无人
机智能巡检探索实践经验， 该公司
围绕无人机巡检共性问题、 关键技
术、服务支撑等重要内容，研究编制
具有行业前瞻性和指导性的系列技
术标准， 有序引导无人机智能巡检
技术在电网巡检领域的创新应用与
融合发展，2021 年共发布该领域 3
项企业标准， 为打造高海拔地区输
电线路智能巡检体系提供了规范的
技术指导框架。

该系列企业标准中，《高海拔地
区架空输电线路无人机激光雷达扫
描技术导则》 围绕无人机自主巡检
技术，为线路三维建模、巡检航线规
划阶段利用激光雷达技术进行扫描
作业提供了技术依据， 明确了扫描
范围、设备参数、作业要求、数据采
集、数据处理等内容，为无人机自主
巡检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技术
基础。

《高海拔地区架空输电线路无
人机巡视作业指导书》 统一了高海
拔地区无人机巡视作业标准， 为青
海输电专业无人机标准化作业提供
了全方位指导， 推动无人机巡视作
业贯穿于无人机智能巡检体系建设
的全过程。

《高海拔地区架空输电线路无
人机运维系统配置技术导则》为无人
机系统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无人
机智能巡检体系建设提供 “后勤保
障”， 提高了青海电力无人机装备的
整体水平。 （张璞 谢莉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