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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发改委发布通知，宣布启动管
道天然气气源采购成本与销售价格联动调整机制，对
居民和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进行调整，实现居
民和非居用气同步顺价。

根据通知，调整后的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
将继续采用三级阶梯气价。第一档价格为 3.41 元/
立方米，第二档价格为 3.91 元/立方米，第三档价格
为 5.16 元/立方米。对于党政军机关及其所属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医院、企业职工食堂、学校、社会福
利机构等用户，将执行国家和广东省有关优惠政策，
销售价格为 3.61 元/立方米。同时，非居民管道天然
气基准销售价格也进行了调整。联动调整后，工商
用气的基准销售价格为 4.30 元/立方米。上游供气
企业与用户可在此基础上，在上浮 20%、下浮不限的

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销售价格。
对此，气库资讯董事长兼首席信息官黄庆表示，随

着天然气供需趋于平衡及经济形势好转，天然气价格
调整的窗口期开始出现，近期适合对天然气价格进行
调整。深圳市的居民用气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属于相对
较高的水平，此次顺价预计也会引起与深圳气价水平
相近的地区的关注。“此次深圳气价联动，对气价设定
了浮动范围，给予了一个‘有商有量’的空间。”

随着天然气门站价格的逐步放开，上游供应商通
过市场化定价方式将气源成本向下游用户疏导，城市
燃气企业购销价格出现倒挂，行业内对于完善天然气
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及时疏导价格矛盾的呼声日
益高涨。为疏导城市燃气企业的经营压力、促进燃气
行业健康发展，近年来，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建立天然气

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在此背景下，自2023年起，多地开始试水气价联动

机制改革。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这是中国天然气价格
改革的趋势，有助于产业健康发展。

《中国能源报》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在已经发
布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地区中，河北、河南、
浙江等6个省份仅建立了居民用户天然气价格联动机
制，海南、重庆、云南仅建立了非居民用户天然气价格
联动机制，内蒙古、山东、湖南等15个省区则建立了适
用于居民用户和非居民用户的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
其中，内蒙古的改革力度较大，并未限定调价次数和调
价上限。同时，还有部分省份的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
动机制没有完全覆盖所有的居民、非居民用户，机制的
联动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与优化。

黄庆分析指出，总体来看，沿海发达地区的顺价机
制预期较强，消费增长较快的地区涨价的可能性较大，
因为政府可能会利用价格杠杆进行需求侧管理。

“让气价联动，价格能够‘顺下去’，过程肯定不
会一帆风顺。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对于
天然气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较强，顺价也相对容
易。”黄庆说。

在黄庆看来，各地方政府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特
点，持续完善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的建立、落实、评估，
同时根据落地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和地方天然气市场发
展的特点，逐步建立健全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明确价
格调整程序，保障机制顺畅运行。

也有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气价联动，
让价格“顺”下去，不是简单地将气价成本传导至终端，
用以改善城燃企业因气价倒挂产生的经营困难。只有
源头价格合理，顺价机制才有机会“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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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房县湖北房县：：利用闲置屋顶利用闲置屋顶 实施光伏发电实施光伏发电

气价联动再添一城气价联动再添一城
■■本报记者 渠沛然

近年来，湖北省
十堰市房县充分利用
光能资源和企业厂房
闲置屋顶空间，完成
东城、北城、西城、纺
织、循环经济等“五
大”工业园区光伏发
电项目，在实现节能
减排的同时，为企业
发展护航。图为 3 月
25 日，俯瞰房县北城
工业园屋顶光伏发电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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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晶晶 杨群 王静

天台上绿草如荫，透光薄膜光伏组件在防晒又不
影响楼下中庭采光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将太阳能转化
为电能，为核心办公区供电；一楼停车场，“车网互动”
标牌映入眼帘，新能源汽车可在此将车载闲余电能返
送电网……

这里是南方电网深圳福田供电局，一栋近“40岁”的
老旧建筑，同时也是3月中旬投运的南方电网首个集新
型能源技术、数字化平台于一体的近零碳排放示范区。
通过“光储直柔”、车网互动、超充、碳排放监测管理等技
术应用，老楼添“新”绿，每年可节约42万度电，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约189吨，相当于植树1万棵。

■■“开源+节流+互动”

降能耗、促消纳

“‘新’首先体现在新技术。”深圳福田供电局副总经
理邓世聪介绍道，该局大楼属于深圳第一批近零碳排放
区试点项目，得益于开源、节流、互动三方面技术改造，

整栋建筑实现了节能降碳。
“直流电较交流电而言有降低电力传输损耗的优

势。我们建设‘光储直柔’新型配电系统，通过复用天台
既有的遮阳棚支架搭建光伏，实现了绿色用能和直流供
电。”深圳供电局电力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赵宇明说，光
伏自发自用，余电自动储存，夜间通过储能系统再对大楼
进行供电。光伏与充电桩、直流空调、直流照明等连接起
来，提升光伏发电利用率，直接降低建筑碳排放10%。

使用新技术的最终目的是支撑用能管理常态化、精
细化。在办公室，随着工作人员离开，空调转入关停状
态。而这都离不开传感器的作用。凭借楼道天花板等
角落里部署的上百个传感器，照明亮度、“高效变频多联
式空调+新风系统”的温度等，皆可根据人流量、气温、
光照而自动调节。

同时，这些用电设备的情况，都会体现在后台建筑
碳排放多元化管理系统上。管理人员只需轻点鼠标，能
耗量、碳排量等数据便可一目了然。通过分楼层、分区
域监测这栋建筑面积超4000平方米的楼宇用能情况，
可为制定节能管控措施和相关督办工作提供依据。

“现在我一进办公楼就能直观感受到绿色氛围扑
面而来，无形中自己也会在出
行、生活用电等方面更加注重
低碳环保的方式。”吴海燕在此
工作 18 年，谈及新变化，她眼里
满是欣喜。

“通过光伏和节能措施来‘开
源节流’，节能减碳有一定限度，所
以我们还采取了其他方法。”赵宇
明说，相较传统绿色建筑，这里的
建筑碳排放多元化管理系统对接
深圳“双碳大脑”、虚拟电厂，可承
接电网指令，“指挥”智能电器设备
降低功率，帮助电网精准调节负
荷，使建筑和电网“互动”起来，促
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同时进一步提
升建筑的节能降碳成效。

“在深圳打造‘超充之城’大
背景下，我们还建设了双向充电

桩、超充桩，开展车网互动技术应用示范，可实现新能源
汽车有序、柔性充放电，降低峰时负荷60千瓦，并提升
近零碳示范的影响力。”邓世聪说，下一步，他们计划依
托楼内的供电营业厅，打造可感知、可体验的绿色低碳
健康建筑示范推广基地、科普体验基地和技术研究基
地，形成低成本、可复制、可推广的既有电力生产办公建
筑近零碳改造示范样板。

■■ 全方位服务

助力公共建筑柔性用能

近年来，深圳积极打造近零碳项目。深圳供电局在做
好自身项目建设的同时，全力服务城市近零碳项目落地。

在大梅沙社区，深圳盐田供电局联合政府打造碳管
理和监控功能平台，动态监控各类排放数据，并推动储
能等领域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成果用于生物圈三
号·大梅沙万科中心碳中和实验园区。由深圳供电局新
兴业务企业新能院投资建设的光伏发电系统，每年可为
该园区提供约90万千瓦时的绿色电能，约占园区电能
需求的85%。

在深圳北站，深圳龙华供电局定制差异化节能降
碳减排方案，在光伏项目建设、规划设计、运维、并网
等方面提供支持，助力该站达到降碳40%的目标。

在深圳市首个零碳公园——龙岗零碳公园，深圳龙
岗供电局针对项目“光储直柔”技术特点，提供电力图纸
设计、技术指导等服务，助力公园建成能源监控系统。

据了解，南方电网公司近年来积极探索具有南网特
色的降碳路径，包括增添光伏发电站、充电桩、新型储能
设备等硬件助力能源转型绿色化，建设虚拟电厂、“双
碳大脑”、碳排放监测系统等数字化平台助力运营管
理绿色化。同时，该公司深挖老旧办公场所的节能降
碳潜能，在南方电网五省区内打造了首个近零碳供电
所、首个近零能耗 500 千伏变电站等标志性成果，计
划到 2024 年底，建成 30 个左右近零碳示范区试点项
目。深圳供电局也将联合政府、建筑行业等，力争聚
合深圳 200 栋以上公共建筑，实现建筑柔性用能，预计
调节量达2万千瓦，可有效助力局部电网在尖峰时段减
轻“负担”。

南方电网首个“新型能源技术+数字化平台”近零碳排放示范区在深投运

数字化助力老旧楼宇添数字化助力老旧楼宇添““新新””绿绿

本报讯 3 月 26 日，位
于浙江省舟山市东极岛的全
国首个自愈式海岛智慧微电
网投运，东极岛由此实现从

“用上大网电”向“用好绿色
电”的迭代升级。

东极岛位于中国大陆东
端，距离陆地 45 公里，由单
回35千伏线路供电。台风、
雷暴等恶劣天气下，一旦 35
千伏线路故障，东极岛将全
域失电，并且故障复电时间
较长，严重制约海岛可靠供
电，进而影响海岛人民生活
生产。

能抗灾又能自愈的海岛
智慧微电网应运而生。国网
舟山供电公司依托东极岛新
能源禀赋优势，打造全国首
个自愈式海岛智慧微电网，
新建 4.3 兆瓦发电站、1 兆瓦
储能、1 兆瓦光伏。为了“驯
服”不同“性情”的各类能源，
该公司还建设微型气象站及
各类自动化装置，部署海岛
微电网能量管理系统，实现
对东极全域源网荷储的运行
监控、功率预测、优化控制，
有效保障东极岛供电系统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

“平日里，微电网与大电
网互为补充，为岛上用电提
供双重保障。当 35 千伏线
路故障停运时，微电网会无缝切换到离
网运行模式，快速恢复海岛供电。”国网
舟山供电公司东极供电服务站站长王
春银介绍。

目前，岛上新能源可满足日常用
电需求，即便是在台风、暴雨等极端情
况下，储能设备和备用发电机也可保
障全岛持续正常用电，每年还能为电
网提供 102 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替代
标准煤约 311.1 吨。同时，微电网也能
保障岛上海水淡化设备连续工作，解
决失电期间的用水难题，让海岛居民
持续喝上直饮水。

近年来，国网舟山供电公司抢抓舟
山海洋经济高速发展和舟山电网迈向
转型跨越期的机遇，全力推进数字化牵
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鼠浪湖码头岸
电、舟山国际邮轮码头岸电相继投运，
新能源集群预测和消纳系统上线运行，
稳定可靠的海底电缆登陆海岛嵊泗、岱
山共享储能电站、海水制氢等项目持续
推进……电等发展，一系列有海洋特
色、有民生温情的电力项目落地建设。

据悉，下阶段，国网舟山供电公司
将加快以数智化坚强电网引领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的步伐，以绿色绘就“未来
海岛”建设的新画卷，助力浙江打造全
国首个“岛岛共富”电力同质化服务示
范市。

（富雨晴 戴舟波 应桢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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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家省级煤炭
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线发布

本报讯 3月27日，山西煤炭工业互
联网平台上线发布会在太原成功举办。
作为全国首家省级煤炭工业互联网平
台，该平台上线后将有力推进山西省煤
炭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煤炭行业数字化、
智能化发展水平，对全国煤炭行业具有
示范性和带动性意义。

山西煤炭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以人
工智能大模型为核心的全栈式一体化
工业互联网基础平台，由山西省国资运
营公司旗下山西晋云互联科技有限公
司搭建。该平台主要包含算力平台、矿
山AI大模型、应用商城和运营支撑平台
四大部分。其中，承载平台运行的智算
中心由中国联通与山西晋云互联科技
有限公司共同打造，是目前山西省最
大、全国产化的智算中心，首期规模达
64P，后期算力将提升至200P以上，可为
山西省 AI 应用提供强大算力支撑。目
前，该平台已与 150 家生态伙伴开展合
作，应用商城上架260多件智能化产品，
可基本满足煤矿智能化建设对有关产
品和解决方案的需求。

据悉，下一步，该平台将不断提升
服务能力，建立公开透明的价格机制，
丰富架构、标准、数据“三统一”的智能
化产品，打造服务新样板；同时，依托

“大模型+算力+数据”资源优势和山西
省广阔的煤矿智能化建设市场，吸引生
态伙伴集聚平台、落户山西，培育产业新
生态。 （牛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