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管网储气设施“一站式”服务再升级

两部门：

各地尽早建设具备
开工条件的抽蓄项目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国
家能源局近日称， 为促进抽水蓄
能高质量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已联合印发通知， 部署加
快“十四五”时期抽水蓄能项目开
发建设。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
发改委、 能源局加快项目核准的
同时，加强部门协调，推动加快办
理项目用地、环评等审批手续，具
备开工条件的项目尽早开工建
设。 同时，按能核尽核、能开尽开
原则，加快推进 2022 年抽水蓄能
项目核准工作， 确保今年底前核
准一批项目。

通知指出， 加快发展抽水蓄
能， 对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
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保障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高能源
安全保障水平，以及促进扩大有效
投资、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十四五” 是落实
《 抽 水 蓄 能 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
（2021—2035 年）》、加快推进抽水
蓄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做
好项目开发建设工作意义重大。

通知要求， 承担抽水蓄能项
目开发建设任务的中央能源企业
要优化完善内部流程， 提高项目
投资决策、招投标等工作效率，加
快投入资金、人力等要素，支持项
目核准和开工建设。 电网企业在
电网规划及实施中， 做好与各省
（区、市）抽水蓄能项目建设的衔
接对接， 在项目接入系统设计的
基础上，加快并网工程建设。

通知强调， 用好国家重大项
目用地保障协调机制，对符合条
件的抽水蓄能项目加大用地保
障力度。 在抽水蓄能项目前期工
作、项目建设及运行管理等全过
程中，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和相关要求，落实生态保
护措施，做到与生态环境协调发
展。 以两部制电价为主体，通过
竞争性方式形成电量电价，将容
量电价纳入输配电价回收，推动
抽水蓄能电站作为独立主体参
与市场。

针对抽水蓄能行业管理 ，通
知明确，建立调度协调机制，协调
解决重大问题。 发挥行业组织作
用， 加强行业培训教育和能力提
升等工作。 强化项目投资、设计、
施工、设备制造等产业链协同。 大
型风电光伏基地所在地区 ，抽水
蓄能规划建设要与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规划和项目布局、输电通
道做好衔接协调，促进电力外送。

通知强调，各单位要按要求，落
实责任，加大力度，抓紧开展工作，
加快抽水蓄能项目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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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能互补、 协同出力， 正为新型电
力系统建设和能源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近日，新疆首个集风能、光伏、火电、
储能于一体的多功能清洁能源基地———
中国华电乌鲁木齐 100 万千瓦风光电基
地项目正式开建。 通过“风光火储”多种
能源联合优化运行， 该项目投产后每年
将新增 25 亿千瓦时“绿电”，节约标准煤
83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10 万吨。

“风光水火储一体化” 通过优先利
用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发挥水电、煤
电调节性能，适度配置储能设施，统筹
多种资源协调开发、科学配置，有利于发
挥新能源富集地区优势， 实现清洁电力
大规模消纳，在优化能源结构的同时，破
解资源环境约束，对我国实现“双碳”目
标和绿色发展意义重大。

近两年， 国家及地方层面多维度布
局建设 “风光水火储” 多能互补示范项
目，相关项目陆续落地，尤其是以多能互
补模式为主的大型风光基地建设趋势
逐渐清晰。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风光水
火储一体化”或将成为风光大基地建设
的主流模式。

多地加码布局“风光水火储”项目

记者梳理发现，进入“十四五”，陕
西、宁夏等多地陆续发布“风光水火储”
多能互补示范项目或基地建设相关规
划 ，明确加快 “风光水火储 ”多能互补
清洁能源示范基地建设。 在此背景下，
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西部和北部
省区大型风光基地建设重点也逐渐倾
向“风光水储”“风光火储”等多能互补
模式。

清华大学电机系副教授钟海旺以青
海省为例介绍：“从实践看，青海海西州已
建成的‘风光热储’多能互补集成项目总

装机容量已达到 700 兆瓦， 其中风电 400
兆瓦、光伏 200 兆瓦、光热 50 兆瓦、储能
50 兆瓦。青海海南州‘风光水’多能互补项
目也已建成，多个‘光储’‘风光储’等多能
互补项目正在建设中。 ”

此外， 水能资源丰富的西南省区也
按下了多能互补“快进键”。

今年 3 月发布的 《云南省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加快光伏发电发展若干政策
措施的通知》明确，云南省将重点支持
金沙江下游、澜沧江中下游、红河流域、
金沙江中游、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风光
水储”和曲靖“风光火储”等 6 个多能互
补基地。

贵州省黔西南州工信局不久前发布
的《关于印发黔西南州 “十四五”工业发
展规划的通知》明确提出 ，逐步提升光
伏 、风电规模 ，积极构建南北盘江 “水
风光”一体化、“风光水火储”多能融合
互补的清洁高效能源基地。

地方加快部署，企业积极响应。 去年

底以来，一批多能互补示范项目密集落地
并启动。

去年 12 月，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
光火储输” 多能互补绿色智慧综合能源
基地———华能陇东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
地全面开工；今年 1 月，中国能建湖南
火电签约贵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风光
水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基地建设项
目；今年 2 月，国家电投江西公司与上
饶市签署战略框架协议，打造“风光火
储一体化”能源基地。

支撑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

从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去年 3 月
发布《关于推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
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推进多能
互补，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到今
年 3 月印发的《“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
规划》进一步提出“积极推进多能互补的
清洁能源基地建设， 科学优化电源规模

配比，优先利用存量常规电源实施‘风光
水 （储）’‘风光火 （储）’ 等多能互补工
程”，“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提高能源输出
和利用效率、支撑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已成行业共识。

钟海旺表示，相比单一电源发电，大
型风电和光伏发电基地推行多能互补
项目能够提高各类能源互补协调能力，
提升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支撑能源系
统安全稳定运行。

国家能源局甘肃监管办相关人士告
诉记者：“新能源发电出力具有较强的间
歇性 、随机性和波动性 ，而 ‘风光水火
储’多种能源的优化组合，能够有效平
抑甚至消除新能源的波动性，促进新能
源就地消纳。 同时，还能为电力系统提
供更优质的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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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有利于发挥新能源富集地区优势，大规模消纳
“绿电”，优化能源结构。 在我国加快实现“双碳”目标、风光大基地建设提速
的大背景下，多地密集布局相关项目——

风光水火储 互补受热捧
■■本报记者 杨晓冉 张金梦

本报讯 记者渠沛然报道： 作为国家
管网集团开展借气、 储气及管容交易的
重要平台，重庆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中心、
上海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中心近期不仅上
线“新产品”，还升级了现有“产品”。

4 月 7 日， 重庆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中
心启动储运通服务产品市场化竞拍交易
报名， 交易标的产品为华南区域广州储
气点 5000 万立方米容量。 储运通服务启
动的同时， 国家管网集团日前在上海石
油和天然气交易中心完成文 23 储气库
容量竞价交易， 成交总量 1.9 亿立方米，
共有 6 家用户成功摘单。

据了解，重庆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中心
此次交易的产品服务周期为 2022 年 4 月
15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其中，2022 年
4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为注气周
期，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为采气周期。为确保冬季保供期间天然
气管网运行平稳， 采气周期内原则要求
连续稳定采气； 注气周期内可根据需要
灵活安排注采，先注后采，在设施能力允
许情况下，客户可多次注采。

重庆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中心相关人
士表示，储运通服务产品是国家管网集

团利用所属储气库、LNG 接收站储罐等
管网基础设施综合储气能力，发挥“全
国一张网” 互联互通及灵活调度优势，
为托运商提供的包括注气、储气、采气
以及配套管输在内的综合性服务产品。

“这是以市场化手段进一步促进油气
管网基础设施公平开放的又一次创新探
索。 通过一键下单、一本合同、一张发票，
储运通服务产品为客户提供可多次注采、
集储存运输等于一体的‘一站式’便捷高
效服务。 ”该人士表示。

另外， 文 23 储气库储气服务是指
国家管网集团利用所属文 23 储气库
及配套管道的富余能力，为客户提供包
括注气、储气、采气等在内的综合性“一
站式”储气服务产品。 注气时 ，客户自
国家管网集团上载站场上载天然气 ，
国家管网集团通过管道运输， 将其运
输至文 23 储气库存储。 采气时，国家
管网集团将客户储存的天然气自文 23
储气库采出，经过管道运输至下载站场
进行下载。

早在去年 4 月， 文 23 储气库就分别
以招标、竞价方式在上海石油和天然气交
易中心分别成交 1 亿立方米、2.6 亿立方

米天然气， 储气库市场化交易不断推陈
出新。 而此次文 23 储气库交易产品进
一步升级，新增的配套管输服务，打消
了客户后续注气或采气过程中获取管
输能力的“后顾之忧”。

上海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中心副总经
理汪志新表示， 储气库库容通过合理的
交易产品和合适的交易模式，以线上交
易方式，对外公开竞价或招标，既符合
国家基础设施公平开放要求，又有助于
提升企业运行效益。

在我国油气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上中
下游“X+1+X”行业格局初见雏形的大背
景下， 不断践行国家油气基础设施公平
开放的有益探索， 有助于促进储气设施
实现市场化定价， 建立健全储气设施高
效运营模式。

目前，储气设施“一站式”服务已迈出
重要一步，作为主要储气设施，储气库合
理工作气量、储气库运营模式、单位投资
和运营成本、储转费率、经济评价方法与
参数方面的研究也取得很大进展，有效
支撑了相关政策出台和管理实践。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天然气市场
正由管制市场向市场化市场过渡，只有

储气设施的运营需要与天然气市场的
发展程度相适应，才能促进产业健康发
展 。 然而 ，储气库容量交易当前仍处
于初期探索阶段 ，操作层面要解决的
短板还有很多。 为保证储气库投资建
设的进度和质量 ，尤其是建成后的储
气库具备健康的运营管理体制机制 ，
诸多配套政策需要深入研究并尽快制
定出台。

业内人士表示， 我国现役储气设施
仍然由石油公司投资建设， 建成后的库
容完全服务于石油公司自身的天然气销
售业务，通过内部结算储转费的方式保
持微利运营，导致储气库建设积极性不
高。 “储气设施市场化程度低，没有充分
发挥商业价值， 仅供石油公司使用，降
低了富余容量的利用效率。 ”

该人士表示， 鉴于目前我国天然气
储备政策法规不健全、法律法规缺失，以
及有关天然气储备的要求和规定分散在
各部委的规章或政策性文件中，未形成
完整体系， 建议尽快通过立法加强监
管，加快推动地下储气库独立运营并进
一步加大储气信息公开力度，充分利用
市场化机制提升天然气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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