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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国家发
改委 、 国家能源局近期联合印发的
《“十四五” 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要加大
力度开发电源侧新型储能， 推动系统
友好型新能源电站建设。同时，要合理
疏导新型储能成本，加大“新能源+储
能”支持力度。 在新能源装机占比高、
系统调峰运行压力大的地区， 积极引
导新能源电站以市场化方式配置新型
储能。 对于配套建设新型储能或以共
享模式落实新型储能的新能源发电项
目，结合储能技术水平和系统效益，可
在竞争性配置、项目核准、并网时序、
保障利用小时数、电力服务补偿考核等
方面优先考虑。

对此，不少专家表示，“十四五”时期
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窗口期，
也是新型储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实施方案》的发布，会让电源侧储能的
发展“更上一层楼”。

电源侧配储能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弃

风弃光，改善可再生能源发电质量，最大
限度提升新能源发电的消纳水平。 但长
期依赖政策强推，多数电站处于“建而不
用”的状态。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
能应用分会产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锋告诉记者，《实施方案》 将有力缓
解新型储能行业电源侧的四个问题。
“首先， 解决投资重点不明确的问题，
进一步明确投资重点；其次，缓解效益
低下的问题，明确了增加收入的来源，
有利于提升储能项目的经济性；再次，
解决储能装机规模增长较慢的问题。
就发电侧而言， 新能源跨省区外送消
纳比例的提升有望增加新能源电站的
数量，进而带动装机量，从而扩大装机
规模；最后，解决大规模海上风电的消
纳问题，《实施方案》 首次提到新型储
能降低输电通道容量建设， 将促进海
上风电开发消纳。 ”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书长
彭澎认为，《实施方案》的发布，将直接促

进新能源的消纳， 解决发电时间与负荷
侧用电时间不匹配的问题。 “从商业模
式、技术方案等方面，多角度明确了电源
侧储能的发展路径。 ”

此前， 配置储能的权利义务不对
等，发电侧储能由电厂、电网和储能企
业三方投资， 并网结算都需要借助电
厂。 如果电厂消极应对、拖欠费用或长
时间停机，都对储能投资人不利。

张锋表示，《实施方案》加大了对“新
能源+储能”的支持力度。 对于配套建设
新型储能或以共享模式落实新型储能的
新能源发电项目， 结合储能技术水平和
系统效益，可在竞争性配置、项目核准、
并网时序、保障利用小时数、电力服务补
偿考核等方面优先考虑。“新能源发电项
目和储能项目的组合， 能增加新能源厂
商的竞争优势，《实施方案》 的发布有利
于提高储能企业的地位， 增加储能企业
的话语权。 ”

彭澎指出， 随着电力系统对调节能
力的需求提升， 新能源开发消纳规模不

断加大，新型储能建设周期短、选址简单
灵活、调节能力强，与新能源开发消纳的
匹配性更好，优势逐渐凸显，但商业化运
营仍面临困难。“《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
了发展目标，细化了任务分工，让权责更
加分明。对于投资人来说，是重大利好。”

电源侧储能最大的发展阻碍在于配
储成本的疏导，但《实施方案》并没有提
出解决办法，仅提出了“要合理疏导新型
储能成本”。

张锋表示：“储能电站的收入来自
三个方面。 第一是参与电网调峰的收
入；第二是参与调频的收入；第三，卖出
因配置储能而减少的‘弃风弃光’电量
获得收入。 ”张锋表示。

彭澎表示， 对于电源侧储能的成本
疏导，一般是要求发电企业内部消化，或
依赖于储能技术升级所带来的成本下
降。 不过未来将更倾向于通过市场化的
手段进行消纳。“建议地方能源主管部门
出台实施细则或文件， 进一步明确储能
的成本该由谁疏导。 ”

建设世界级
新能源产业集聚区

本报讯 4 月 1 日，江西发布《江西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到坚持多元互
补、合理布局、有序开发，发展光伏、锂电等
新能源产业。 加快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新型
锂离子动力电池产业化， 推广 “光伏+”应
用，提高光伏转化效率，大力发展锂电电池
关键材料，培育若干国际一流企业，打造全
国新能源产业重要基地，建设世界级新能源
产业集聚区。

坚持“适度超前、内优外引、以电为主、
多能互补”的原则，加快构建安全、高效、清
洁、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 积极稳妥发展光
伏、风电、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力争装机达到
1900 万千瓦以上。 支持上饶建设区域性中
心城市，提升“两光一车”两光一车：光伏、光
学、汽车。 产业发展水平，加快发展大旅游、
大数据、大康养等新业态，打造全国光伏光
学产业基地、文化旅游目的地。 支持新余推
进钢铁、锂电、硅灰石、光伏、电子信息等产
业集群发展， 打造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强市、
国家新能源科技示范城。 （张晶晶）

江西

广东揭阳
“十四五”新增
光伏装机 102万千瓦

本报讯 4 月 7 日， 广东省揭阳市人民
政府印发 《揭阳市能源发展 “十四五”规
划》，提出到 2025 年，全市清洁能源发电装
机占比达到 55%，电源装机规模达到 997.5
万千瓦。 积极发展光伏发电，因地制宜建设
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 支持光伏发电与农
业、林业、渔业的融合发展，开展平价上网
光伏复合项目应用示范。

《规划》 支持揭东区整区推进屋顶分
布式光伏开发试点， 重点推进广东能源
葵潭农场 50 万千瓦光伏复合项目、 惠来
县鳌江镇 10 万千瓦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
目、 惠来县将军亭 10 万千瓦渔光互补光
伏发电项目、 揭西县五经富镇 12 万千瓦
光伏发电平价项目、 揭西五云镇 10 万千
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等。 “十四五”
期间， 全市计划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约 102 万千瓦。

此外，大力推进乡村绿色能源示范。 推
进新能源示范乡镇建设， 建设好揭东埔田
“近零碳排放”全国特色小镇。 充分利用太
阳能、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坚持因地制宜，
积极实施清洁能源倍增计划， 不断提高清
洁能源供给能力和利用效率， 高效推进农
光互补、渔光互补等“绿色能源”项目，采取
“光伏企业+农业合作+农户” 等合作模式，
推动光伏产业与农副产业相互融合， 助力
乡村振兴。 （林中源）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实施方案》———

解决电源侧储能四大痛点

近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促进
西藏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
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清洁能源
资源接续基地，从资源供应体系建立、
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能源基础设施完
善等方面提出了 2025 年和 2035 年的
发展目标，对中长期做好西藏能源工

作作出部署安排。
青藏高原属于风能资源丰富区。

记者了解到，国家气候中心最新发布
的《青藏高原风能资源和开发潜力研
究报告》也指出，西藏风能开发潜力
尤其值得关注。面对“十四五”及中长
期能源发展目标，西藏应该如何开发
风电？

《青藏高原风能资源和开发潜力研究
报告》显示，青藏高原 100 米高度、年平均
风功率密度 400 瓦/平方米及以上风能资
源技术开发量达到了 10.2 亿千瓦， 占到
全国总量的 26%。 其中，西藏风能资源技
术开发量达到了 6 亿千瓦， 开发潜力突
出，打破了一直以来青藏高原风能“有气
无力”的观念。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研究员朱蓉告诉

记者：“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青藏高原
山谷风环流明显强于我国其他地区，山谷
风环流与天气尺度背景风场叠加产生加
强效应是主要原因。 ”

“实际上，青藏高原的风资源特性与平
原地区十分不同。 分布在青藏高原的大起
伏高山、极高山以及山峰上的常年积雪，使
青藏高原风能资源具有独特的变化规律，
气象具有自身特性。 大部分平原地区白天

风小、晚上风大。青藏高原则是午后至前半
夜风大，后半夜至次日上午风小，而且下午
因山谷风环流而出现大风， 到后半夜风速
变小。我们知道日照资源是白天丰富，晚上
则没有。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高比例风电
和光电接入电网以后， 青藏高原风电和光
电供应存在下午时段电力供应特别充足而
后半夜供应不足， 其他时间段存在波动的
现象。 ”朱蓉分析指出。

《意见》指出，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以来， 西藏能源事业取得全方
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 已经初步形成
了以可再生能源和成品油为主的综合
能源供应体系。 与此同时，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依然突出， 做好西藏能源工作
尤为重要。

据了解，《意见》从六个方面明确
了 2025 年和 2035 年西藏能源发展目
标，包括资源供应体系建立、清洁能源
基地建设、能源基础设施完善、服务保
障能力提升等。去年 1 月，中共西藏自
治区委员会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将加快
完善“藏东清洁能源开发区流域规划

布局，推动雅鲁藏布江、金沙江、澜沧
江等流域水风光综合开发，快速推动
藏电外送规模化发展，建设国家重要
的清洁能源接续基地”。 同时，将科学
开发光伏、地热、风电、光热等新能源，
加快推进“光伏＋储能”研究和试点，
大力推动“水风光互补”，推动清洁能
源开发利用和电气化走在全国前列。

从目前发布的指导文件来看，可
再生能源在西藏能源发展中长期规划
中占据了“C 位”。 在中国能源研究会
能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卫权
看来，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可再生能
源应用场景和开发场景多元化，即使
是在开发存在一定困难的特殊地形区
域，也会迎来大规模发展。

记者了解到，目前西藏自治区已经建
成了两个陆上风电场。龙源西藏那曲高海
拔试验风电场是西藏首个并网风电项目，
开发于 2012 年，位于那曲地区那曲县（现
为那曲市色尼区）， 平均海拔超过 4700
米， 采用了 5 台单机容量为 1.5 兆瓦的高
海拔试验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0.75
万千瓦， 于 2013 年 11 月并网运行。 2021
年 12 月， 西藏措美哲古分散式风电场首
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该风电场总装机容

量为 2.2 万千瓦， 成为了目前全球海拔最
高的风电项目。截至今年 2 月 8 日，该风电
场累计发电量已突破 1000 万千瓦时。

王卫权表示， 近年来我国风机制造
商已经针对高海拔、 低风速等特殊地形
区域内的风机进行了研发， 从技术本身
来讲，已经能够满足高原地区要求。但西
藏地区开发新能源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由于当地电网建设相对比较薄弱， 电网
分布相对分散， 是西藏大规模建设风电

项目面临的一大挑战。另外，在风电场建
设过程中，当地施工、风机吊装和运维更
加复杂，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风电项
目开发建设成本。

朱蓉坦言，事实上，风能、太阳能资
源研究的重点在于大规模推进可再生能
源装机的同时， 保障电网的供应安全和
运行安全。 这需要进一步研究西藏风资
源特性及其对电网可能产生的影响，及
时预警防范。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水电等绿色低碳能源，助力高质量发展。图为塘洲镇滩
涂光伏发电站，光伏板整齐划一，有序分布在河流滩涂边，为春耕生产提供绿色清洁电能。 人民图片

初步形成综合能源供应体系
可再生能源占据规划“C 位”

资源技术开发量达到 6 亿千瓦
青藏高原风能开发潜力巨大

已建成两个陆上风电场
开发具有一定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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