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国资委公布 2022 年度中央企业
改革三年行动重点任务考核 A 级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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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鼓励引导到不建受罚，配储比例、时长呈现不断走高趋势

新能源强制配储愈演愈烈
■本报记者 卢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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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能源合作
成果实打实、沉甸甸

———访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相关负责人
■本报记者 姚金楠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 “一带
一路”）重大倡议。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回望 10
年，“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为促进世界经济
繁荣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为推动全
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方案， 为增
进共建国家人民幸福感作出了新贡献。

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10
年来，“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取得的成果是
实打实、沉甸甸的。

政策沟通，“朋友圈”不断壮大

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在共同的
目标下， 通过政策沟通的持续深化，“一带
一路”能源合作的“朋友圈”不断壮大，伙伴
关系也更加紧密。

151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200 多
份合作文件———这是截至 2023 年 5 月的
统计数据。 该负责人表示，10 年来，来自亚
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六
大洲的国家和主要国际组织纷纷加入共建
“一带一路”的“朋友圈”。 “在这些‘一带一
路’的合作文件中，能源始终是重要内容。 ”

“朋友圈” 扩容的同时，“一带一路”能
源合作伙伴关系也日益紧密。

2017 年 5 月 12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 《推动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能源合作
愿景与行动》，提出
共建“一带一路”能
源合作俱乐部，“一
带一路” 能源合作
伙伴关系雏形初
显。 2018 年 10 月

18 日，首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在江
苏苏州举办，正是在这次吸引了 29 个国家
和经济体的能源部长、副部长和高级官员，
7 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高级代表，53 家中
外知名能源企业负责人的会议上， 中国与
17 个国家发布《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
伙伴关系联合宣言》。 2019 年 4 月 25 日，
“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成立仪式在
北京举行。 30 个伙伴关系成员国和 5 个观
察员国的能源部长、驻华大使、能源主管部
门高级别代表出席仪式并共同发布 《“一带
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原则与务实行
动》。 两年后，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
会议在山东青岛举办，来自 28 个国家的能
源部长和高级别代表、18 个国家的驻华使
节、9 个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 会议期
间，伙伴关系成员国共同举行了扩员仪式，
正式成立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合作网络，并通过《“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
伴关系章程》，发布《“一带一路”绿色能源
合作青岛倡议》和能源国际合作最佳实践。

据悉，目前，“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
关系成员国达到 33 个，已经成为共建“一
带一路”框架下成员国数量最多、活动最为
丰富、成果最为务实的高质量合作新平台。
与此同时，10 年来， 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
区先后共同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能
源中心、 中国-阿盟清洁能源培训中心、中
国-中东欧国家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
中国-非盟能源伙伴关系、中国-东盟清洁
能源合作中心等 5 个区域能源合作平台，

聚焦政策沟通、规划对接、能力建设、技术
交流和联合研究， 有力促进了相关国家和
地区在能源领域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设施联通，能源项目精彩纷呈

在广泛凝聚能源合作共识的基础上，
实打实的设施联通让能源互利合作走向了
深入。

10 年来，跨境油气管道方面，中国与
有关国家和地区先后共同建成投产了中
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ABC 线、中缅原油和
天然气管道、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等跨境

油气管道， 建立形成了中亚—俄罗斯、中
东、非洲、美洲、亚太等五大油气合作区；电
力互联互通方面，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等
7 个国家开展电力互联互通项目。 与此同
时，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在共建“一带
一路” 国家投资建设了一批电网基础设施
项目，推动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
深层次电力资源优化配置。

对于重大标志性能源合作项目， 国家
能源局国际合作司相关负责人指出，10 年
来，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推动下，俄罗斯亚
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巴西美丽山±800 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 巴基斯坦卡拉奇

K-2 和 K-3 核电站项目、巴基斯坦卡洛特
水电站等一大批“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重大
标志性工程建成投运， 为相关国家和地区
保障能源安全、稳定能源供应、优化能源结
构、促进技术创新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贸易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有保障

大量基础设施稳步落地的背后， 是能
源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 这离不开贸
易畅通的不断深化。

业内呼吁已久的“叫停新能源强制配
储政策”不但没有叫停，反而有愈演愈烈
之势。

今年以来，河南、山东、广东等地陆续

发文加快新型储能发展， 要求严格按照开
发方案中承诺的储能配比配置储能设施，
如未投运， 电网不得调度和收购其电力电
量。有的甚至提出，按照未完成储能容量对

应新能源容量规模的 2 倍停运其并网发电
容量。

纵观新能源配储政策发展， 由最初的
鼓励引导到成为并网标配，再到不建受罚，
配储比例也从原先的 10%—20%逐步上升
至 15%—30%， 储能时长从 1—2 小时抬升
至 4—5 小时，呈现逐步走高态势。 业内多
次呼吁，新能源配储不能简单“一刀切”，应
停止强制措施，配不配、怎么配交给市场选
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新能源强制
配储越陷越深？ 叫停新能源强制配储的难
点又何在？

新能源配储走高趋势明显

6 月 28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 《关于加快新型储能发展的实施意见》，
要求 2021 年及以后河南省年度风光开发
方案中的新能源项目， 要严格按照开发方
案中承诺的储能配比配置储能设施， 储能
设施投运时间应不晚于新能源项目投运时
间；如未投运，电网不得调度和收购其电力
电量。

无独有偶。 6 月 7 日，广东省能源局印
发了《关于新能源发电项目配置储能有关
事项的通知》，要求未按要求配置储能的
新能源发电项目， 电网公司原则上不予
调度，不收购其电力电量。3 月 8 日，国家
能源局山东监管办公室发布关于征求
《山东省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
(2023 年修订版)》《山东省电力辅助服务管
理实施细则(2023 年修订版)》规范性文件
意见的通知，明确对于新能源场站实际配
建或租赁储能容量不足的，按照未完成储
能容量对应新能源容量规模的 2 倍停运

其并网发电容量，直至满足接入批复方案
要求为止。

随着新能源规模越来越大，其随机性、
波动性、 间歇性的特点给电网安全运行和
电力可靠供应带来巨大挑战， 迫切需要通
过储能设施提升调节能力、保障安全。基于
此，各地不断加大储能发展力度，乃至上调
新型储能装机目标。 河南省提出， 到 2025
年，新型储能规模达到 500 万千瓦以上，力
争达到 600 万千瓦。 这一目标较去年 8 月
河南省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储能实施方
案的通知》中“力争并网规模达到 220 万千
瓦”的目标提升超一倍。

强制配储是我国当前储能发展的重要
驱动力。《中国能源报》记者注意到，自 2017
年以来，有超过 20 个省市陆续出台新能源
配储政策文件，1—2 小时储能时长，10%、
15%的配置比例已属常规设置，4—5 小时
储能时长，20%、25%、30%乃至更高配置比
例正不断涌现。

“各地新型储能装机目标设置很高，得
想尽办法完成。加上新能源消纳问题，压力

很大，新能源配储比例走高趋势明显。 ”业
内人士称。

多重因素驱动的综合结果

那么， 有哪些因素推高了新能源配储
比例？

“当前， 储能商业模式还不成熟，去
年电池价格较高， 储能项目存在规划多
落地少、备案不建设或建而不用等问题。 ”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秘书长刘为向
《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基于此，地方政
府不得不出台强制措施，保证配置储能项
目落地运行， 以保障新能源高效消纳利
用，为电力系统提供容量支撑及一定顶峰
能力。

“虽然我国各省市的电源结构和负荷
特性差异较大， 但随着新能源并网规模的
快速增长， 各省市的调峰缺口呈现的规律
基本相似， 即时间尺度上由 1—2 小时向
3—4 小时、甚至 4—5 小时扩展，平衡上由
单季节短时性电力平衡问题逐步向多季节
性、 多日持续性电力电量紧平衡问题发
展。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郑华进一步向《中
国能源报》记者指出，新能源和储能产业向
好趋势明确， 加上储能产业赛道的多元化
和国企央企等对新能源指标的刚性需求，
用资源换产业自然成为地方抓经济的 “重
点举措”。

本报讯 6 月 26 日， 国务院国资委
公布 2022 年度中央企业改革三年行动
重点任务考核 A 级企业名单，南方电网
公司名列第一。

“三年来，公司坚持以‘南网是中国
的南网、世界的南网’的胸怀和视野谋
划部署推进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
潮中追求卓越、勇于争先，这次荣获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考核排名央企第一，充
分体现了国务院国资委对南方电网改
革成效的高度肯定，充分体现了公司党
组谋划推进改革领导有力、 指挥有方，
充分体现了公司各部门各单位精诚团
结、同向发力结出丰硕成果。 ”南方电网
公司政研部主要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2
年底，公司 18 个部门、24 家二级单位改
革工作台账任务按期完成，覆盖公司五
大战略单元、866 户分子公司的改革三
年行动实现高质量收官。

据介绍，南方电网公司党组以前所
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动各项改革向纵
深挺进。 该公司主要领导精心部署、靠

前指挥， 研究把关涵盖 11 个方面、55
条、180 项任务举措的公司改革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 “一企一策”量身定制二级
单位改革发展意见；各单位“一把手”层
层签下改革“军令状”，对重大改革任务
采用“包干制”；建立覆盖所有 24 家二级
分子公司和全部 115 家三级单位的 “改
革看板”……

通过推动国企改革全面发力、 多点
突破、走深走实，形成一批“央企先进、南
网特色”的标志性成果，有力促进公司治
理、制度、机制、管理、活力之变。 南方电
网公司成功入选国务院国资委首批国有
企业公司治理示范企业和国务院国企改
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学先进、抓落实、促
改革” 典型标杆，2022 年度所属 10 家
“双百”“科改” 企业全部获优秀以上评
级、9 家单位获评标杆企业， 在公司治
理、结构调整、活力效率、电力市场建设
等方面形成了一批改革样板， 充分彰显
了公司改革“示范田”形象。

（刘洋洋 黄云贵）

看更大的能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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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电建所属成都院总承包、上海电建参建的孟加拉国科巴风电项目投产发电，孟加拉国风电产业实现零的突破。 焦小亮/摄

下转 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