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加快新一轮农
村电网改造升级”以来，我国已经连续六年在中央一
号文件中关注农村电网（简称“农网”）升级发展。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延续 2022 年的 “深入实施农村电网巩
固提升工程”，提出“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发展农
村可再生能源”。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农网巩固升级是我国能源战略
的重要部分，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是我
国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要用综合性的源
网荷协同发展思路巩固提升农网质量。

农村电气化发展呈现加速态势

如今，电暖气、电磁炉、播种机、智能管家、农产品
机械加工装备等已悄然融入农村，电力正为农村经济
发展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电网企业统筹推进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农网网架结构不断优化，农网供电能力
和供电质量稳步提升。

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研究部主任李睿表示，随
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工作不断推进，我国
广大农村地区的一、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农民的生产
能力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农村地区的用电需求不断
增长，农村的电气化水平提升呈现加速的态势。 农网
巩固升级和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支撑农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设施条件，是实现美丽乡村建
设目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新的活力。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
发展报告 2022》显示，农业农村电气化水平快速提升，农
业农村电气化率达 35.2%，较上年提高 2.4个百分点。

以甘肃省为例， 已实施 182个乡村电气化特色项
目，惠及人民群众逾 38万人。 再如，河北省保定市顺平
县已实现城区配网“手拉手”单环网供电，全停电情况下

中压配电网具备转移负荷能力，能满足“十四五”规划用
电需求，供电可靠率提高至 99.8973%。

顺平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杨立武对记者表示：“我们正
全面助力乡村电气化惠农富民示范项目建设，促进农民更
富、农村更美、农业更强，已助力建成顺平县西南蒲村科技
花卉大棚，向阳村科技智能花卉大棚，绿城食品有限公司
蔬菜、水果、罐头、速冻食品加工等 3个乡村电气化惠农富
民示范项目，目前正在为占地 500亩的德胜富硒农业产业
核心示范园区一期项目建设配套电力设施。 ”

农网与能源转型需求尚未完全适应

农网巩固提升取得成绩的同时，仍需要解决一些
问题。比如，我国农网发展与能源转型需求还不适应，
配网基础薄弱，对新能源接入以及负荷增长的支撑力
度不足，与乡村振兴发展不匹配，难以适应能源变革
的需要。

多位业内人士对记者直言，“农网历史欠账多”
“局部地区网架结构薄弱”“配网设备、线路故障率高”
“因配变、跌落、隔离开关、线夹等问题造成线路故障
跳闸问题尚未解决”“大量光伏用户并网，对农村配电
网的消纳能力提出了巨大考验”等，这些均是农网巩
固升级亟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能源研究会配售电研究中心副主任吴俊宏
对记者表示， 农网巩固升级是为了满足乡村振兴目
标下农村地区负荷的增长。 农业居民用电不稳定的
年负荷特性，比如春节负荷高、平时负荷低等，以及
因交叉补贴而享受到的低电价将使得农网升级投资
缺乏有效的投资回收渠道。

“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一方面缺乏稳定的非
农业居民类电力负荷。 比如设施农业生产、农产品加
工、冷链等用电负荷。 这类负荷的提升也恰是中央 1
号文件希望看到的乡村振兴结果。 ”吴俊宏说，“另一
方面是缺乏足够的资金。即便某一农村地区因乡村振

兴等原因负荷快速上升，也可能会没有足够的资金去
支持农网的及时升级改造。 ”

谈及农网巩固升级遇到的难题，国网保定供电公
司发展部副主任柴小亮坦言， 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保
定农村电网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情况仍然存在，城
乡供电服务差距仍很明显，离满足乡村振兴需求还有
较大差距， 特别是部分西部偏远地区矛盾更为突出。
目前保定地区行政村内 0.4 千伏低压电网还是薄弱
环节，仍有 40%的行政村需要进行改造提升。 “建议各
级政府加大中央资本金支持力度， 扩大投资规模，加
快补齐农网基础设施短板。 ”

需综合统筹协同发展

如何做好“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文章？记者采
访发现，今年中西部地区农网巩固提升重点在原连片
特困地区、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及国家乡村振
兴帮扶县农村电网建设。不少地方今年农网巩固升级
工作重点普遍围绕解决农村地区台区低电压、 重过
载、频繁停电等突出问题。

柴小亮对记者表示，他们正试点融合“源网荷储”
和能源转型先进技术， 逐步消除 10 千伏频繁故障线
路、过载设备及低电压台区，全面提升供电能力、供电
可靠性和“获得电力”水平。在行政村低压电网改造方
面推广“一分二变三增容”改造思路，优化配变布点、
低压缩短供电半径。 在县城和乡镇电网方面，结合区
域目标网架， 以提升线路联络率、N-1 通过率为目
标，供电能力稳步提升。

顺平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负责人赵新宇介绍，
“我们正在争取纳入河北省配电自愈示范区试点，依
托电缆入地工程，力争年内城建区配电自动化初具规
模，2024 年全面实现自愈配网。 此外，我们利用现有
分布式光伏资源，将光储系统作为电源支撑，正全力
打造保定首例微电网试点工程。 ”

吴俊宏对记者表示， 解决农村地区能源基础设施
升级的问题，要用综合性的源网荷协同发展思路。电力
负荷提升既是能源基础设施发展的基础，也是乡村振
兴目标下提升农村经济的必然。 负荷有发展预期后，
农网建设也有了必要性，此时因为有了大量非农业居
民负荷， 其相比传统农网也有了更大的投资价值，即
便电网公司缺乏投资资金， 也可以让社会资本参与进
来，而配电网正是政策允许面向社会资本开放的。

“此外， 农村地区相比城市有更好的新能源发展
优势。 ”吴俊宏认为，结合农村负荷增量以及农网升
级，新能源既能更多实现就地消纳，也能具备相比薄
弱农网下更好的送出技术条件，同时结合一定储能项
目，还能提升农网供电的安全可靠性，甚至减少一部
分农网建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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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星辰新能液流电池长沙研发
中心暨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共建实验
中心日前正式落成启用。 该研发中心将致
力于打造新一代超高性能的全钒液流储
能系统，全面覆盖电解液、电堆核心组部
件、电池整机、储能系统等产品，赋能用户
应对急剧增长的长时储能需求。

湖南省钒储能电池材料工程技术中心
副主任，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 北京星辰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刘素琴表示：“全钒液流电池
是综合技术指标最领先、产业化落地最靠
前、国家政策最鼓励的新型长时储能路线
之一。 ”

据悉，在刘素琴的带领下，星辰新能
研发团队对电解液、电极、隔膜等关键材
料进行了持续改进，自研性能更高、储时
更久、 稳定性更强的全钒液流储能系
统———星辰 1 号，将全面推进长时储能系
统的大规模量产落地。

刘素琴及中南大学研发团队，将依托
中南大学与星辰新能共建的实验中心，与
星辰新能在全钒液流电池电堆及新一代
高性能电解液方面开展独家合作，改善长
时储能系统长期面临的主要技术难题。 首
先，在电解液方面，有效提升浓度、能量密
度及稳定性， 大幅减少储能系统占地面
积；第二，在电极方面，提高钒离子氧化
还原活性及电解液利用率， 从而提升充
放电速率，增加单位时间调峰次数，进而
提高尖峰、深谷调节收益率；第三，在离
子膜方面， 有效降低钒离子迁移及自放
电问题，提高电池能量效率，扩大了钒电
池应用场景。

近年来，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储能行业发展
提速。2021 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
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到 2025 年
装机规模达 3000 万千瓦以上”的目标，这意味着储能
即将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此基础上，多省市鼓励市场化项目配置 15%、4
小时长时储能。 预计到 2026 年， 国内储能规模将达
79.5 吉瓦，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69.2%。在目前成熟的
长时储能解决方案中，钒液流电池安全性高，循环寿
命长，扩容方便，且容量越大经济性越好，相较于锂电
池更适合电网大规模储能和长时储能。 2022 年 2 月，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储能
发展实施方案》， 明确将钒液流电池列入重大技术创
新试点示范项目。

我国钒矿储量丰富，2021 年我国钒储量约占全球
总量的 39%，产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68%，因此，在避免
国际贸易波动的负面影响方面具备天然优势。 据悉，
为降本增效，星辰新能已打通上游钒矿资源，并通过
融资租赁方式回收钒电解液， 形成 “生产-使用-回
收”的闭环，努力打造推进全钒液流储能系统大规模
落地的行业标杆。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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