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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试点，探索碳排放交易新业态

分分布布式式光光伏伏参参与与碳碳交交易易难难在在哪哪？？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姚姚金金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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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金梦报道：国家发展
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的
《“十四五” 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了新型储能的
独立市场主体地位， 提出到 2030 年，新
型储能实现全面市场化发展。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我国电力体制
改革处于攻坚关键期，推进新型储能产
业市场化发展，是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下
构建多层级电力市场构架与机制的必
然需求，也是储能产业良性发展的必由
之路。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新型储
能市场化发展正由“盲目强配”向“市
场引导”转变。 “未来 10 年内，储能产
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全面实现市场
化 ，需要着重解决成本疏导 、分摊机
制等难题 ， 以拓宽储能产业收益渠
道，最大化发挥储能灵活性价值。 ”华
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副教
授郑华说。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此前发
布的 《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
指导意见》中，提出‘到 2025 年，新型
储能装机容量达到 3000 万千瓦以上’
的目标，《实施方案》中却没有体现。在
电力市场机制相对完善的情况下，储

能产业将会通过市场无形之手达成最
优配置。 ”国电投战略规划部副主任、
中国能源研究会储能专委会委员李鹏
表示。

促进新型储能产业市场化发展，可
以推动储能产业进一步制定合理的成本
分摊和疏导机制。 郑华表示：“促进储能
系统参与各类电力市场， 通过电力市场
竞争机制与储能产业深度融合， 可以构
建全社会成本最低的供求体系与机制，
实现能源科学配置。 ”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副秘书长
岳芬认为， 新型储能产业全面市场化指
的是在不依靠补贴的情况下， 储能可以
回收成本并盈利、市场竞争充分、商业模
式灵活。强调储能市场化发展，是防止过
热现象发生。

“从政策机制来看，《关于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
《新版‘两个细则’》《浙江省第三方独立
主体参与电力辅助服务运营规则》《山
西独立储能和用户可控负荷参与电力
调峰市场交易实施细则（试行）》等国家
及省级层面相关政策文件与运营规则
相继颁布，市场期待多年的储能参与电
力辅助服务的主体地位得以确认，规范

化的市场体制机制正在加速构建。 ”郑
华表示。

甘肃、山东、广东、山西、内蒙古等省
区不断修订完善适合新型储能入市的交
易制度。 山东积极推动新型储能参与
电能量现货交易、 调峰调频等电力辅
助服务， 不断尝试多品种交易叠加。
“从实践中看，甘肃推进新型储能在弃
电期间调峰、 非调峰期间可调频等市
场机制， 充分展现了通过合理储能价
格机制可充分发挥新型储能的灵活性
价值。 ”郑华称。

除此之外， 拉大峰谷分时电价政策
以及 “探索将电网替代性储能设施成本
收益纳入输配电价回收”意见的提出，进
一步拓宽了储能多元化收益的渠道。

当前，锂离子储能、压缩空气等储能
技术已经备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能力。
新型储能规模化、 市场化应用处于启动
阶段，成本高、商业模式模式单一、市场
机制不畅、 成本疏导难等仍是全面实现
市场化发展的棘手问题。

“当前我国电力市场相关运营规则
等文件虽已在不断修改完善， 市场规则
与各类市场主体逐渐成熟， 但现货市场
试点数量有限、结算周期短、多层级市场

机制间协同不足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优
化解决。 ”郑华坦言。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全国多地均已
在新型储能参与各类电力市场方面有
所尝试，但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的准
入条件、交易机制、结算细则等细节问
题尚不清晰， 试点示范模式还不成熟，
地方实践对于全国新型储能市场化发
展而言是否具有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
考量。

如何建立切实可行的商业模式？岳
芬建议建立能够反映电力稀缺属性的
电价机制或现货市场价格机制。 “在现
货市场建设过程中，应考虑设计存在时
序和地点特性差别的电价机制，一方面
引导用户用电行为与发电情况相匹配，
另一方面发挥储能等灵活性资源的市
场价值。 ”

一位不愿具名的储能企业负责人建
议，应明晰储能相关受益主体，新型储能
参与电力市场的准入条件、 交易机制和
技术标准，相关交易、调度、结算细则等。
“完善‘按效果付费’的电力辅助服务补
偿机制，丰富辅助服务交易品种，增加辅
助服务收入电费占比 ，加快形成储能的
收入形成机制。 ”

发布“十四五”
电力发展规划

本报讯 3 月 29 日，内蒙古自治区能源
局发布《关于自治区“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
的通知》。 到 2025 年，风电累计装机规模达
8900 万千瓦，光伏累计装机规模达 4500 万
千瓦。

《通知》明确，“十四五”时期，新能源装
机规模达 1.35亿千瓦以上。 其中， 风电装机
8900万千瓦左右，光伏发电装机 4500万千瓦
左右，光热发电装机 60万千瓦左右，生物质发
电装机 80 万千瓦左右。 抽水蓄能开工建设
120万千瓦。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达到 20%左右， 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新
能源发电总量占总发电量比重超过 35%。

《通知》 还指出， 推进新能源基地化建
设。加快推动大型沙漠戈壁荒漠风电光伏基
地建设，在新能源资源禀赋较好，具备持续
整装开发条件地区， 推动新能源发电基地
化、规模化开发，打造蒙西、蒙东千万千瓦级
新能源基地。 充分利用边境沿线、戈壁荒漠
地区丰富的风能资源，建设一批大型风电基
地，推进光伏治沙基地建设，有序推进集中
式光伏矿区治理基地建设。优化提升存量通
道输电能力，加快推进多能互补和源网荷储
一体化发展。 （吴越）

内蒙古

四川
推进“三州一市”
光伏基地建设

本报讯 3 月 31 日，四川省发布《关于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 提出加快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积极发展清洁能源。 科学有序开发水
电，稳步推进“三江”水电基地开发。 科学布
局抽水蓄能电站。 加快风能、太阳能资源开
发利用，推进凉山州风电基地、“三州一市”
光伏基地建设， 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地热能
及农村沼气等生物质能。 提高电网对高比
例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和调控能力， 构建以
水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体系， 促进源网荷
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开发。

推进绿色低碳交通示范引领。在省级新
区建设交通运输近零碳排放示范区。 推动绿
色配送示范区、高速公路沿线近零碳服务区
建设。 以高速公路、枢纽场站、港口码头等大
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为重点，推进节能降碳
示范工程建设。 在成渝主轴通道示范建设
“电走廊”“氢走廊”。

加快优化建筑用能结构。 深入推进可
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在太阳能资源丰富的
地方开展建筑屋顶光伏行动， 推行光伏建
筑一体化。 加快推动建筑用能电气化和低
碳化，积极推广热泵技术在建筑中的应用。
在农村建筑中推广应用生物质能、 太阳能
等可再生能源。 （张鲁一）

从“盲目强配”到“市场引导”

新型储能发力全面市场化

3 月 25 日，浙江省海盐县印发《海盐县整县光伏开发试点工作
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拟在 2022 年内新增
光伏并网量 4 万千瓦。 《征求意见稿》同时提出，针对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建成并网发电的居民屋顶光伏项目，
对屋顶所有方给予 0.2 元/瓦的一次性投资补助， 单户最高不超
过 2000 元。

截至 3 月底，今年内，已有安徽芜湖、陕西西安、浙江金华等多
地陆续推出针对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地方补贴政策，补贴年限从 2 年
到 5 年不等。 在地方补贴政策的支持之下，分布式光伏发展持续加
速。 然而，在可再生能源纷纷实现平价上网的过程中，分布式光伏应
该如何迎接“后补贴”时代？ 又该怎样通过市场化手段获得更大的发
展空间呢？

据记者了解，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案例并不
多见。 为何这种有助于盘活市场、促进产业发
展的方式未能实现更大范围的推广应用呢？

“国内碳交易市场启动的时间本来就不
长，不要说是分布式光伏，就是集中式光伏电
站和大型风电场，现阶段参与交易的项目也是
有限的。 ”河北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服

务总监崔胜波表示，虽然市面上有不少相应的
认证机构，但对于电站发电量、可交易电量等
数据的认证门槛“可以说是高不可攀”。 “不仅
手续复杂，而且还需要缴纳各种费用。 大项目
参与起来都有一定的成本，更不要说这一个个
户用光伏小项目了。 ”

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专家
黄锦鹏指出，CCER 的开发交易从项目备案

到核证机构的核证再到最终进入市场， 要经
过多个环节，即便在无需排队的情况下，也要
6 到 8 个月才能完成，实际上大多要耗费一年
半左右的时间。 “其中收费的环节也很多。 要
给第三方咨询机构支付相应的咨询费， 一个
项目一般都在 10 万元左右，核证机构在项目
审核和减排量核证两个关键环节也要收取相
应的服务费。 ”

去年 4 月，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能源数据中心启动分布式光伏
碳资产聚合试点，温州市正式开启分布式光伏碳资产国家核证自愿
减排量 CCER 交易工作。

记者日前从国网乐清市供电公司了解到，在试点过程中，公司
已聚合 12 家用户的碳减排量资源在国家自愿减排交易登记簿进行
登记备案，经过相应“绿色认证”后，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
交易。

选择温州作为试点，与当地分布式光伏市场的活跃发展密不
可分。 温州市能源数据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试点启动时，温
州市域范围内分布式光伏并网项目超 1.7 万个，合计装机容量约
68.56 万千瓦，主要分布在乐清、永嘉、瑞安等地。 国网温州供电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试点工作，可以解决分布式光伏项目
单独开展 CCER 核证成本高、难度大的问题，能够有效汇集零散
的 CCER 资产。 据悉，在首批签约的 3 家用户中，还包含一家居
民用户。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认为，试点有助于
盘活广大零散户用光伏进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催生碳排放交易
新业态。

黄锦鹏指出，CCER 开发的成本相对固
定，分布式光伏项目要参与 CCER 交易，必须
要形成规模，“集合打包”才能有所收益。 不仅
仅是 CCER，在绿电和绿证交易领域，户用光
伏也面临类似的情况。

崔胜波建议，日常电费结算等环节都以电
网公司提供的数据为准，在分布式电站发电量
的认证方面，如果可以由电网公司牵头，将电
网侧的相应数据作为核证的重要标准，将会大
大简化流程。 同时，可以参考当前屋顶分布式

光伏“整县推进”的模式，在分布式光伏的绿
证、绿电和 CCER 等相关交易中，引入合适的
市场主体作为中介，将县域甚至市域范围内的
项目整体打包，进行统一开发和交易。

国家能源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 我国光伏发电新增并网容量 5488 万千
瓦， 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 2560.07 万千瓦、分
布式光伏 2927.9 万千瓦， 年度分布式光伏装
机容量首超集中式项目。 南存辉表示，户用光
伏已经成为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

标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 在今年
全国两会期间，南存辉就此提交《关于推进户
用光伏电力纳入绿电、绿证、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的提案》，建议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建
立并完善户用光伏参与交易的长效管理机
制。 “借鉴试点经验，由电网公司组织整合分
散的户用光伏电站，形成规模效应，加快推进
户用光伏纳入绿电、绿证、碳排放权交易三类
市场，从而提高农户收益，推进分布式户用光
伏发展。 ”

成本高企，难以推广应用

“集合打包”，推动分布式光伏绿色交易

CCER 是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Chi鄄
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鄄

tion）的缩写 ，是指依据 《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 ，经国家
发改委备案并在国家注册登记系统中登
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 ，单位为 “吨二
氧化碳当量”。CCER 作为配额的一种补充

机制 ，可用于配额清缴 ，抵消企业部分超
额排量 ，完成履约 。 购买每单位 CCER 可
清缴 1 吨的碳排放配额， 一般情况下，用
于抵消配额的 CCER 上限为该企业配额
的 5%-10%。

延伸阅读

河河北北平平乡乡：：春春光光好好 检检修修忙忙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因地制宜发展光伏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加快乡村振兴。
图为工作人员在邢台市平乡县寻召乡西游庄光伏电站检修。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