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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近年年来来各各地地燃燃气气安安全全事事故故时时有有发发生生，，对对监监管管提提出出更更高高要要求求。。 为为此此，，多多地地修修订订完完善善《《燃燃气气管管理理条条例例》》——————

燃燃气气安安全全管管理理强强化化““对对症症下下药药””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渠渠沛沛然然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文积极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 从各地实践看，价格机制成最大壁垒———

“源网荷储一体化”市场化机制待建
■■本报记者 杨晓冉

4 月 24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电力可
靠性管理办法（暂行）》（下称《办法》）。《办
法》提出积极稳妥推动发电侧、电网侧和
用户侧储能建设， 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加
强安全管理，推进 “源网荷储一体化”和
多能互补。

“源网荷储一体化”是指通过整合本地
资源，以技术突破和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
探索源网荷储高度融合的电力系统发展路
径，强调发挥负荷侧调节能力、就地就近灵
活发展，引导市场预期。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对新能源
的消纳和存储提出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
提升电网系统的调节支撑能力、实现源网
荷储各环节间协调互动显得尤为重要。

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

去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联合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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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
《指导意见》）就将“源网荷储一体化”和
多能互补作为实现电力系统高质量发
展、 促进能源行业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
的重要举措。

在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贾豫看来，“源
网荷储一体化”更有利于实现因地制宜开

发和利用当地能源资源。 由于“源网荷储
一体化”中的“源”大多以新能源为主体，而
省级电网大规模输送新能源会增加系统的
调峰压力，“源网荷储一体化”有助于引导
用能大户从中东部地区向风光资源禀赋较
好的西部地区迁移，从而减少能量的输送
和流动。 “同时，通过一体化的协同发展能
够实现新能源资源的本地规模化开发，促
进能源最大程度就地利用，引导能源消费
习惯和结构优化，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与转型升级。 ”

中国能源研究会配售电中心副主任
吴俊宏向记者分析，从《指导意见》看，
“源网荷储一体化”分两种业态：一种是
以增量配网为基础， 依据用电负荷需要
接入可再生能源及储能，对内消化、对外
互动；第二种是将区域内的负荷、电源与
储能通过虚拟电厂技术， 在电网里作为
整体进行调剂响应。

目前 “源网荷储一体化 ”在我国已
有初步实践，如上海电网在黄浦、世博、
张江和上海经研院办公区建成 4 个“源
网荷储一体化”运行示范项目 ，聚合需
求侧响应资源参与调峰辅助服务；鄂尔
多斯伊金霍洛旗蒙苏经济开发区零碳
产业园通过储能技术与智能物联网技
术，实现风电、光伏和氢能的互补，最终

形成稳定的、经济的电能网络。

“市场机制缺失”制约积极性

但与此同时，当前“源网荷储一体化”
的经济属性仍未体现。

在贾豫看来，“源网荷储一体化”当
前面临的最大壁垒就是价格机制。 “价
格是传递投资和引导消费的最有效工
具，但目前的输配电价还未能完全体现
电能作为商品流经电网时的真实物理
成本。 目前的输配电价是同网同价，电
力只要上了省级电网，无论物理距离远
近都是同一个价格。”贾豫进一步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源网荷储”企业或园区
虽然实现了就地消纳，但还要按照与其
他电源、 负荷一样的输配电价结算，从
而影响了其经济性。

有参与多个“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
评审的业内专家向记者指出， 近年来通
过虚拟电厂模式申报的 “源网荷储一体
化”项目比较多。 “但因虚拟电厂没有明
确的地理边界和电网公共连接点， 且缺
乏针对虚拟电厂的市场机制， 通过虚拟
电厂推进‘源网荷储’难度较大。 ”

“此外， 目前很多社会资本希望通过投
资‘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获得新能源指标，

但在不少地方未能如愿， 从而丧失投资兴
趣。 ”上述专家指出。

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积累经验

“‘源网荷储一体化’和新型电力系统
的构建有很大关系。 在新型电力系统下，
电网的形态结构将发生很大变化。由于新
能源电力波动性较大，对电网弹性和各类
电源间的互济要求都较高。未来在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构架下，除了双
高、双峰、双侧、双随机特征以外，零散化
也将成为电网的典型特征。 ”贾豫分析。

“在 ‘源网荷储一体化’ 项目推进过程
中，广域的新型电力系统面临的问题可能会
在局域的‘源网荷储一体化’实践中充分显
现，因此‘源网荷储一体化’的发展会为新型
电力系统的构建提供经验积累。 ”贾豫说。

在贾豫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各区域
应大力开发分布式、集中式等项目，利用
当地的资源禀赋， 就地解决一部分能源
消费需求， 并通过特高压弥补供电不足
区域的需求。

吴俊宏认为，“源网荷储一体化”的
发展离不开清洁低碳发展与市场化公平
开放理念的支撑， 以及监管政策的不断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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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 全球首个海
上大规模超稠油热采开发油
田———中国海油旅大 5-2 北
油田一期项目顺利投产。 该
油田位于渤海辽东湾海域 ，
平均水深约 32 米，非常规稠
油探明储量超过 6 亿吨 ，占
渤 海 总 探 明 地 质 储 量 的
14.5%，油田完全投产后预计
可累产原油超 650 万吨 ，所
产稠油是渤海已开发最稠原
油的 20 倍以上，常温下接近
固体沥青。 唤醒这部分沉睡
的地下资源， 变规模储量为
产量， 将为渤海油田实现上
产 4000 万吨目标提供重要
支撑。 渤海油田/供图

全全球球首首个个海海上上超超稠稠油油规规模模化化开开发发油油田田投投产产

修订条例更加“务实”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燃气普及率
逐步提升，应用场景同步拓展。 与此同时，
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监管难度不断提升，
近年来各地燃气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迎合新形势下能源高质量发展需要，
近期，山西、山东、江苏、天津、内蒙古等
多地相继修编发布了属地 《燃气管理条
例》，针对性提出风险防范和监管措施，确

保城市燃气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与居
民安全用气。

“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将有效防止和
减少燃气安全事故、切实保障居民生命财产
安全和公共安全，维护燃气用户和燃气经营
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燃气事业健康发展。”中
国城市燃气协会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专家
刘晓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广东省燃气高级工程师旷华表示 ，
“各地‘量体裁衣’依据当地燃气安全运营
实际需要和面临的监管短板，适时调整管
理办法，为下一步国家燃气管理条例的修
编提供了参考。 ”

刘晓东分析指出， 各地新修订的条例
亮点很多，均体现出更加务实、可操作性更
强的特点。

例如，内蒙古和山东都对管道燃气经营
者履行普遍服务的义务提出明确要求。 其
中，内蒙古要求管道燃气经营者承担其供气
范围内市政燃气设施、建筑区划内燃气设施
的运行、维护、抢修和更新责任；负责燃气用
户户内燃气设施的安全管理、维护与更新；

山东则要求居民住宅管道燃气用户燃气灶
具前燃气设施、 连接软管的维护和更新，由
燃气经营企业按照国家标准实施，费用纳入
燃气配气成本。

用户端连接软管是安全管理的薄弱环
节， 其规范使用和及时更新维护必不可少。
“将用户端连接软管纳入企业经营成本，可解
决燃气企业在经营层面难以负担的后顾之忧，
这一做法值得推广。 ”有受访人士指出。

本次各地修订版燃气管理条例的另一
突出亮点是 “实行瓶装燃气实名购买制度”。
“要切实降低瓶装气的安全风险，必须要加强全
过程管控，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
究’，‘实名制’正迎合这一需要。 ”旷华说。

有序开展城市燃气安全管理工
作对燃气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
要。 新形势下城市燃气安全管理短
板仍不少。

“梳理近期燃气企业在经营管理
方面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执法依据不足、安全管理
责任界定不清晰两个方面。 ”刘晓东
说， 各地因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各异，

有的是住建部门、 有的是城管部门，
有的则是综合执法部门，监管职责划
分不清，极易出现推诿扯皮现象。

“燃气安全管理贯穿于燃气工程全
寿命周期， 燃气企业作为第一责任主
体，必须善始善终落实主体责任。 燃气
主管部门在狠抓运行阶段安全监管的
同时，还要狠抓建设阶段燃气工程质量
安全监管，从源头上督促落实燃气工程

的本质安全，只有好的建设、好的运营
维护才能确保高质量的全寿命周期安
全。 ”旷华说。

有受访专家进一步指出， 对于近
年来出现的气瓶质量安全追溯平台、
燃气安全信息监管平台以及燃气泄漏
安全保护装置等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手
段， 各地也需要在法律法规层面统一
规定、统一实行，以确保有效实施。

记者了解到 ，目前我国大多数
城市地下管网 、 管线都未实现精
细化管理 。 城市油气管网的数据
化监控管理还只限于管理重点区
域和重点用户 ， 而对大量城镇居
民相对集中的中低压管网安全监
管还很薄弱 。

“管道燃气安检、巡检、瓶装燃气配
送等环节都离不开智能化技术，但实际

上现有监控监测措施大多限于用气量、
峰值调度等生产经营指标，对管网的安
全状况、故障发现以及预警等方面的实
时数据采集和获取手段较为缺乏。 ”刘
晓东说。

“燃气公司应紧跟信息化发展的
步伐，引入互联网技术，加强城市燃气
管网信息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进
一步提升管网健康诊断技术水平，提

高对燃气管网安全隐患的排查能力。 ”
刘晓东进一步指出。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当下主题，监
管和服务必须进一步强化，燃气行业也
不例外。 ”旷华强调，地方主管部门要在
严格监管、严格执法的基础上，结合当
地实际情况，切实协调解决燃气企业的
“急难愁盼”，从源头上化解风险，确保
行业持续安全发展。

安全管理短板待补

向精细化“智”理靠拢

成品油价格
按机制上调

本报讯 4月 28 日 ，国家
发改委发布新一轮国内成品
油调价通知。 通知指出，根据
近 期 国 际 市 场 油 价 变 化 情
况，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
成机制，自 2022 年 4 月 28 日
24 时起， 国内汽、 柴油价格
（标准品 ，下同 ）每吨分别提
高 205 元和 200 元。相关价格
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
执行。

国家发改委同时要求 ，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及其
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
品油生产和调运， 确保市场
稳定供应， 严格执行国家价
格政策。 各地相关部门要加
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 严厉
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
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 消
费者可通过 12315 平台举报
价格违法行为。 （关嫄 ）

国家发改委强化煤炭
市场价格调控监管

本 报 讯 近日 ， 国家发
改委作出专项部署 ，要求相
关 省 份 发 展 改 革 委 高 度 重
视 ， 指 导 督 促 企 业 严 格 落
实 煤 炭 中 长 期合同签 订 履
约要求 ，采取切实措施保障
煤 炭 中 长 期 交 易 价 格 运 行
在合理区间 。 各级发展改革
部门将全面监测煤炭生产 、
流通各环节价格 ，当发现价
格超出合理区间时 ，立即采
取提醒 、约谈 、调查 、通报等
方式 ，引导煤炭价格回归合
理区间 ；同时 ，配合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 及 时 查 处 市 场 主
体 捏 造 散 布 涨 价 信 息 、 哄
抬 价 格 、 价 格 串 通 等 违 法
违规行为 。

此前在 2 月 24 日 ，国家
发改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完
善 煤 炭 市 场 价 格 形 成 机 制
的 通 知 》 （ 发 改 价 格 〔2022 〕
303 号 ） ，明确了煤炭 （动力
煤 ，下同 ）中长期交易价格
的合理区间 ，并自 5 月 1 日
起实施 。

国家发改委表示 ， 下一
步，将密切监测煤炭市场和价
格运行情况，加强煤炭市场价
格调控监管， 综合运用市场
化、法治化手段，引导煤炭价
格运行在合理区间，保障能源
安全稳定供应。 （宗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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