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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布

本报讯 记者张金梦报道：自市场主
体地位明确以来， 独立储能作为电网优
质调度资源， 参与电力并网运行及辅助
服务管理的价值正逐渐提升， 市场关注
度越来越高。

此前， 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发布
的 《南方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
则》《南方区域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
则（征求意见稿）》中，就将独立储能电站
作为新主体纳入南方区域“两个细则”管
理，进一步提升独立储能补偿标准、完善
独立储能盈利机制， 提高了独立储能电
站准入门槛。

记者了解到， 自 2020 年 11 月我国
首个商业化运行独立储能电站———格尔
木美满闵行储能电站 （32 兆瓦/64 兆瓦
时）投运以来，独立储能电站规模迅速扩
大，成为储能建设的重要部分。运营相对
独立、投资主体明确的独立储能电站项
目商业模式走向成熟。

根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发

布的数据， 截至 2021 年， 我国已有 20
多个省区布局建设独立储能电站，规
划、投产、在建的独立储能电站总装机
规模已超 17 吉瓦/34 吉瓦时。 其中，
2021 年底，山东 5 座独立储能电站示范
项目落地， 合计装机规模为 1 吉瓦时；
截至目前， 宁夏已公布 15 个独立储能
项目总规模达 2 吉瓦/4.3 吉瓦时 ；去年
10 月 ，湖南省发改委下发 《关于加快
推动湖南省电化学储能发展的实施
意见》， 明确以发展电网侧独立储能
为重点，集中规划建设一批电网侧储
能电站。

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独立储能电
站市场，上海电气、海阳国电投储能科
技、华电滕州新源热电、三峡新能源、宁
德时代等央国企和龙头民企相继参与
到地方独立储能站建设中。

部分省份独立储能项目盈利模型已
基本建立。山东、山西、甘肃等新能源装
机规模大、 电力现货市场建立较为完

善的地区在探索独立储能盈利机制方
面较为领先。 “目前，山东独立储能电
站的商业模式较为明确， 收益来源主
要为容量租赁费用、电力现货市场、容
量电价补偿等。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研
究院智慧能源事业部设计总工程师裴
善鹏说。

宁夏独立储能电站的盈利模式以
“储能容量租赁+调峰辅助服务” 收入为
主。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宁夏独立储
能电站调峰补偿标准为 0.8 元/千瓦时，
在全年调峰频次不少于 300 次的情况
下， 一个 100 兆瓦/200 兆瓦时的储能电
站可获得 4800 万元的年收入。 ”

山西独立储能电站参与电力辅助服
务盈利模式也已确立。 记者了解到，去年
12 月，山西能监办发布了《山西独立储能
电站参与电力一次调频市场交易实施细
则（试行）》，提出独立储能电站可通过市
场竞价的形式为系统提供一次调频辅助
服务，独立储能可根据其性能、里程获取

相应收益。
“尽管当前， 独立储能电站发展迅

速、技术不断提高、运行成本逐渐降低，
但独立储能运行还难以与电力市场的调
度、交易和结算进行全面匹配，运行所获
收益尚没有稳定保障， 储能市场价值尚
无法全面体现。 ”郑华表示，当下我国独
立储能市场化发展仍存在商业模式单
一、成本难疏导的问题。

对此， 郑华建议鼓励发挥独立储能
系统“共享”价值，通过电网统一调度，既
可以实现储能在不同新能源场站间的共
享使用， 拓展储能系统不仅为多个发电
企业、多个用户、整个电力系统服务，充
分提升储能经济价值。

除此之外，有业内人士建议，应鼓
励独立储能电站参与电能量市场+辅
助市场+租赁市场等多种模式，推动独
立储能同时参与中长期交易、现货、调
峰、备用等多个电力市场，全面释放储
能价值。

今年新建风光发电项目
延续平价上网政策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 日前，国
家发改委价格司下发《关于 2022 年新建
风电、 光伏发电项目延续平价上网政策
的函》。 2022 年，相关新建风电、光伏发
电项目电价继续保持与 2021 年相同的
价格政策。

具体而言，对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
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工商业分布式
光伏项目，延续平价上网政策，上网电价
按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执行； 新建项目
可自愿通过参与市场化交易形成上网电
价，以充分体现新能源的绿色电力价值。
同时， 国家继续鼓励各地出台针对性扶
持政策，支持风电、光伏发电产业高质量
发展。

记者注意到，此次提出的电价政策中
并未包含户用光伏发电项目。 2021 年，根
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 2021 年风电、
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户
用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财政补贴预算额度
为 5 亿元。

国家发改委

上海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
设立光伏专项资金

本报讯 日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扶持光伏发电项目操作办法》，提出在临
港新片区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专项资金
中安排资金用于扶持光伏发展， 专项资
金主要采用以奖代补的方式， 按项目实
际产生电量（光伏电站按上网电量，分布
式光伏按发电量） 对项目投资主体给予
奖励。

根据 《办法》， 认定的新型光伏项目
（含工商业和户用光伏）包括但不限于“光
伏+”交通、农业等“光伏+”试点、采用新
型光伏组件示范、建筑光伏一体化技术等
新型技术的光伏试点项目。扶持项目应于
2022 年至 2025 年建成投产。 项目基础奖
励标准为分布式光伏 0.1 元/千瓦时 （非
学校类执行优惠电价的非居民用户）、
0.15 元/千瓦时（学校用户）；光伏电站为
0.15 元/千瓦时。 奖励项目按照项目申请
时间排序管理，超出年度预算总额的项目
放入下一年度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薄膜光伏、建材
光伏、钙钛矿等新型光伏组件示范应用等
光伏新型技术，以及道路隔音棚（架）光
伏试点、市政设施光伏试点等“光伏+”融
合发展项目， 奖励标准参照各类项目的
超水平奖励标准。 （钟晴）

装机规模逐渐扩大，鼓励参与多种电力市场

独立储能电站盈利模式初步确立

“当前，第一批风光大基地陆续开工
建设，第二批基地的规划也已经落地。 在
风电、光伏发展之初，其实我们已经做过
一轮类似的‘大基地’开发，建成过‘风电
三峡’这样的大项目。 目前的风光大基地
到底和当初有什么不同？ 回看过往，要吸
取哪些教训呢？ ”在日前举办的“新型电力
系统下风光大基地规划建设研讨会” 上，
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

所所长李琼慧抛出的问题，引发了与会者
的共鸣与思考。

2021 年 10 月，我国在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正式提
出，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
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项目。 这将给未来的电力系统带来哪些变
化？现阶段，大基地建设又需要注意哪些问
题呢？

“未来，我们要着力打造新型电力系
统， 风光大基地带来的新能源电力无疑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隆基绿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刘玉玺指出，在
此背景下， 风光大基地的电站安全就关
乎国家的能源安全，“我们不能简单地把
当前的大基地建设等同于此前的大电站
项目，更应该把安全可靠放在第一位。 ”

“在众多因素中， 组件的安全可靠
就是最底层的防线，如果一阵风刮过来
就把组件掀翻了，根本就谈不到后面对
电网的冲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李振国强调，本轮大基地的规

划建设多数在荒漠、戈壁，气候条件相对
恶劣多变。 电站在如此环境下工作 25
年-30 年甚至更长时间， 大概率会遭遇
到极端天气。 如果光伏玻璃和硅片越来
越薄，组件越做越大，安全风险就会相应
增加。 “不是说薄片化、大尺寸一定是错
的，只是需要在更科学、谨慎严密的论证
后，再朝这些方向发展。全行业对电站全
生命周期运行过程中的安全可靠应给予
更多关注。 ”

随着大基地建设的推进， 电网安全
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在新能源发展的
早期，从标准层面来看，对新能源电力并

没有特殊要求， 电网一旦出现事故，新
能源只要主动撤下来就可以了。 但现
在， 新能源发电侧已经增加了很多要
求，包括故障穿越能力、各种电压和频
率的控制能力等，这些都是希望新能源
和火电等各类电源能够共同保证电网
安全。 ”迟永宁同时强调，在电网侧，从
调度运行、 电网控制保护等多个层面，
已加大投入力度来保障电网运行的稳
定性。 “从技术层面来讲，目前是有方向
的， 但还没有 100%完整的解决方案，而
且现有的成本也比较高， 需要依靠科技
进步逐渐优化。 ”

“新能源发展之初，‘大基地’建设的主
要目标在于培育产业。 所以，大多数项目
都是在建设过程中甚至建成后才逐步考
虑到消纳问题，也没有在前期规划中明确
相应的输电通道，后续消纳难的问题非常
突出。 ”李琼慧表示，时至今日，“风光大基
地”的建设必须要在开发模式和消纳模式
上吸取教训，“与此前的定位不同，这一轮
的大基地建设承载的是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的需要。 它强调的不仅仅是规模，
更是消纳利用。 没有电量消纳的保障，基
地建再大也是没有意义的，是不能支撑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 ”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中心总
工程师迟永宁介绍，目前，国内特高压直
流外送能力大概在 4.5 亿千瓦左右，但
2030 年前，仅风光大基地新增的装机规模
就达到约 5.5 亿千瓦。 “以大基地建设的重

点地区内蒙古为例， 虽然本地可以消纳部
分电量，但是更多的电力一定需要外送，现
在以送华北地区为主， 后续可能还会送往
华中或华东。整体看来，特高压的建设需求
肯定是有的， 至于会不会带来新的弃风弃
光问题， 主要取决于送出通道的建设能不
能和基地建设同步完成。 ”

李琼慧强调， 相应的规划要从现在开
始就着手进行。即便是存量通道，还涉及重
新和送售两端签订协议的问题。同时，已有
通道还要在提升和挖潜效率上多做工作，
为大基地建设置换出部分电量空间。“电网
规划需要的时间非常长， 尤其跨区输送通
道涉及到各个省和地区，利益复杂，协调难
度非常大。 ”

此外，迟永宁强调，在系统层面，还需
要通过技术优化， 调动起更多的灵活性资
源，防止发生大规模弃电。

在安全可靠的基础上， 中国宏观经
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时璟丽表
示， 风光大基地乃至整个可再生能源行
业要实现长远发展， 项目的开发就必须
具备合理的收益。

时璟丽表示，目前风机价格正在持
续下行， 但光伏行业由于硅料价格上
涨，组件价格居高不下，风电的度电投
资已经低于光伏。 “光伏发电即使在不
配置储能的情况下，也只是基本达到平
价上网水平。 今年一季度，电化学储能

价格大幅上涨，如果叠加储能成本，光伏
平价上网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

此外，时璟丽表示，部分地区的可
再生能源开发，仍存在产业配套不合理
等现象， 推高了项目投资的非技术成
本。 “光伏行业如果在硅料价格下降到
合理区间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与风电
类似的低价水平。 但实际上，电力市场
中调峰和各类辅助服务都需要支付费
用，如果再强加非必要的非技术成本，项
目就几乎没有经济性了。 ”

时璟丽指出，在风光大基地优化布
局、增加开发规模的过程中，国家提出
适度放开新能源利用率十分必要。 “例
如针对第一批风光大基地， 青海就承
诺风光利用率达到 84%。 这是综合考
虑消纳条件、风光平价上网经济性等
因素后确定的 。 通过中长期购电协
议，确保达到相应的电价水平和利用
率，才能有效保障大基地项目的经济
性， 这也是风光大基地长久可持续发
展之道。 ”

“没有电量消纳的保障，基地建再大也没意义”

“大基地”建设不等于“大电站”项目

有效保障项目经济性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

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大力发展光伏发电等绿色清洁能源，通过打造岱湖滩水上发电、水下养鱼的立体化渔
光互补发电模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带动地方经济生态双丰收。

图为航拍繁昌区平铺镇境内岱湖滩上的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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