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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有望成储能投资新热土新疆有望成储能投资新热土
■■本报记者 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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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疆加快“风光”产业发展步
伐，在将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加速转化为
新能源产业优势的大背景下，新疆新型储
能行业发展也按下了“加速键”。截至今年
3 月底，全疆累计投运新型储能 149 座，一
季度新疆电网新增新型储能电站 18座。

根据新疆自治区发改委官网披露，今
年一季度全区投运的新型储能平均等效充
放电次数 141 次，平均利用小时数达 471 小
时，平均利用系数超 80%，已达较高水平。
已投运的独立新型储能电站充分利用市场
化手段，实现单日“两充两放”运营，企业效
益回收稳定向好。

随着新疆储能盈利模式的日益向好，
新疆有望成为继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之
后的储能投资新热土。

■■■■亟需储能支撑稳定运行

2021 年以来，新疆自治区政府、各地
州政府大力推动新能源发展，积极规划
打造准东、准北、哈密、环塔四大千万千
瓦级大型新能源基地。截至目前，已累
计核准备案新能源项目 1.83 亿千瓦，是
原“十四五”规划的 4 倍。预计到“十四
五”末，新疆电网新能源装机规模将达到
1.2 亿千瓦，风光项目成为新增装机的绝
对主力。

“新能源发电具有随机性、波动性、间
歇性，极热无风、极冷无风、极寒少光、晚
峰无光，这与我们用电负荷的夏季冬季高
峰、早晚高峰造成了发用错配。特别是新
疆南疆近年来新能源发展迅速，主要以新
增光伏项目为主，在负荷高峰时段存在电
力硬缺口。因此，需要充分发挥新型储能
响应速度快、调节精度高、布局灵活、建设
周期短等优势，有力支撑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
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吕盼表示。

在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副秘书长
李臻看来，新疆风、光资源富集，适合新能
源规模化开发，但是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

和发电量的快速增长，新疆电网面临新能
源接入困难和消纳困难的局面，其中南疆
位于新疆主网架末端，系统稳定性相对较
弱，无法支撑大规模电力外送，同时南疆本
地消纳能力有限，在常规电源增长不足情
况下，需要储能充分发挥系统调节能力。

目前，新疆自治区政府已批复新能源
配建的储能规模超过 2000 万千瓦，另外还
批复了两批次独立储能规模约 1100 万千
瓦。预计未来五年，平均每年有超过 300
万千瓦的增量。

相关研究表明，每新增 1000 万千瓦新
能源，将增加调峰需求 650 万千瓦，增加一
次、二次调频需求 100 万千瓦、250 万千瓦。
新能源电力的稳定供应需要大量调节资源
支撑，这为新型储能发展提供了发展契机。

■■■■盈利水平将不断提高

从国家层面看，“十四五”以来，我国在
新型储能市场地位、盈利模式、发展机制等
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为新型储能
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从新疆层
面看，其逐步建立了规划布局、并网运行、
市场交易、电价机制等方面的储能政策体
系，特别是 2022 年、2023 年密集出台多项
政策，为推动新型储能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政策环境。

尤其是去年 5 月，自治区发改委印发
《关于建立健全支持新型储能健康有序发
展配套政策的通知》提出的独立储能放电
时作为发电主体参与中长期交易、试行独
立储能容量电价补偿、加快推动独立储能
参与辅助服务市场、独立储能可通过共享
服务回收成本四项激励政策后，新疆储能
市场盈利环境明显向好。经测算，在新疆
投资建设独立新型储能是具备较好盈利空
间的。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3 年新疆电力市
场储能结算均价约 564 元/兆瓦，如果充分
利用市场化手段实现单日两充两放、参与
辅助服务市场、共享租赁服务后，项目盈利

水 平 将 进 一
步提高。

李 臻 对《中 国 能
源报》记者表示，随着新疆可
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以及 2023 年系
列支持政策的出台，新疆的独立储能
项目可以通过峰谷价差套利、容量租赁、容
量补偿、参与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等获得多
重收益。在政策的直接激励下，“五大六
小”以及新华水电、粤水电等发电集团，中
车株洲所、海博思创、华能清能院、新源智
储、南瑞继保、阳光电源等储能系统集成商
均在新疆布局储能项目。

在新型储能电化学领域，新疆通过四
种不同的模式实现其价值，分别是能量价
值、调节价值、容量价值和绿色价值。“这
些价值通过不同的市场机制得以实现，如
电能量市场、辅助服务市场和容量市场，
以及绿电绿证碳市场的探索研究。”国网
新疆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党总支书
记常喜强介绍，在运营模式方面，新疆采
用了新能源加储能的组合方式。在调峰
时段，储能系统以 0.55 元/度的电价进行
充电补偿，在消纳风光能源的同时，也发
挥储能电力电量平移支撑电力供应作用。
储能的作用已从原先的支持新能源发展
转变为兼顾新能源消纳，支撑电网电力保
供的多元作用。

■■■■探索多元化储能模式

随着电网调节需求增加以及市场规
则的不断完善，未来新型储能在新疆发
展的盈利模式将更为丰富，如参与调频
服务、调压市场、爬坡市场、容量市场、应
急备用等。

为储能行业高质量发展，国网新疆电
力已经在细化完善储能参与电力市场的技
术标准，制定更细致的技术规范，确保储能
系统与电力市场的高效互动。

新疆电力交易从业者透露，目前，国网
新疆电力正在建立容量租赁市场化交易机
制，通过建立公正、透明的容量租赁交易平
台，促进储能资源的优化配置，激发储能市
场活力，推动储能产业的商业化发展。同
时，国网新疆电力也在积极探索新型储能
技术的充放电模式，优化储能系统的运行
效率及效益，提高储能系统的经济性和可
行性，为新型储能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多应
用场景。

“我们鼓励工业、通信、金融等供电
可靠性要求高的电力用户，按需配置新
型储能电站，提升应急供电保障能力。”
吕盼介绍，围绕大数据、5G 基站、公路服
务区等应用场景，聚合利用不间断电源、
电动汽车、用户侧储能等分散式储能设
施，探索智慧能源、虚拟电厂等储能融合
发展新模式。

此外，新疆也在试点开展混合储能最

优配比方案及协同控制策略的研究。李臻
认为，混合储能可以将不同时长、不同特性
的储能技术进行耦合，提升储能系统整体
效率，并通过优化系统运行策略提升电站
的整体经济性。目前各地已有不同类型的
混合储能项目建设运行，包括飞轮储能、超
级电容、液流电池、压缩空气储能等不同技
术与锂电池形成两种或三种储能混合形
式。新疆储能市场广阔，配置储能的时长
更长，对构网型储能的需求更多，发展混合
储能将是发展趋势之一。

谈及新疆储能市场的发展，李臻建议，
一是要加强储能的规划布局，结合新疆可
再生能源的发展及电力系统与负荷的平衡
需求，对新疆储能建设进一步优化，引导社
会资本对储能电站进行合理投资，以发挥
储能系统的最大价值；二是要进一步开放
辅助服务市场，研究新型储能参与调频、
调压、爬坡、备用等市场机制；三是要做好
新型储能参与各类市场的衔接，在容量补
偿等支持政策退坡后，通过完善市场机
制，推动新型储能通过参与各类市场获得
合理收益。

江西瑞昌江西瑞昌：：新建电力工程新建电力工程    电网扩建增容电网扩建增容

5 月 8 日，江西省瑞
昌市码头镇，电力工人
在 110 千伏输变电线路
上作业。为满足企业、
百 姓 生 产 生 活 用 电 需
求，供电部门在瑞昌市
黄金乡新建一座 110 千
伏输变电工程，对该市
沿 长 江 岸 线 地 区 主 变
进 行 增 容 。 工 程 完 工
后，将对当地高峰用电
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保
障作用。 人民图片

图为粤水电巴楚

四期北区 100MW/400MWh
储能系统项目，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喀什

地区巴楚县，于2023年11月并网。

2023 年以来，油气行业景气周期持
续，上游勘探开发积极扩产，市场需求提升
订单充足。在此带动下，油服企业也迎来
了“好状态”和好成绩，业绩增势不俗。

“未来，国内外油气市场还将持续推动
原油产量稳步增长，上游投资意愿较强。在
勘探开发作业量和投资都稳中有升的大环
境下，油服行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孙仁金指出。

■■■■业绩节节高

对于上游油气企业来说，油价是收入
和利润的核心决定因素。原油作为一种大
宗商品，具有很强的周期性，而其周期性的
核心来自于资本开支，即上游油气企业对
原油的开采投入，油价将直接影响企业的
开采投入。

在油价高位运行的行业景气周期下，
国内外上游企业投资意愿较强，带动勘探
开发和生产向好。国内油服企业也乘势而
上，成绩不俗。

比如，华油能源在油藏、钻井、完井等
主要业务上表现良好，整体产值、利润、现
金流均超过了预期。洲际油气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0 亿元，同比增长
271.85%，实现扭亏为盈。

杰瑞股份则海内外“多点开花”，在国

内市场钻完井板块、油气田技术服务板块，
天然气设备、油气工程服务板块实现多项
突破，2023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创历史
新高，实现了整体业绩的稳步增长的同时，
海外业绩也再创新高。

中 曼 石 油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6.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增长67.88%。中曼石油认为，公司积极发挥
一体化优势，通过加大勘探与重点评价相结
合，实现了新层系新领域的多点突破。同
时，中曼石油还积极开展储层改造措施，加
强油井生产管理，使原油产量再创新高。

从年报也可以看出，国内油服企业也都
在不断寻求一体化发展和转型，发展油气传
统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海洋风电、陆上光
热、陆上风电等新能源领域和布局CCUS技
术等减碳降碳业务，突破“舒适圈”，提升核
心竞争力，实现新的业绩增长点。”

■■■■再次站上“风口”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石油市场所
所长王利宁表示，油服企业主要依靠油田、
油气端作业量“吃饭”。“从产业链上下游关
系的角度来看，油气企业上游的勘探开发
投资规模是影响油服行业业绩的重要因
素，油服行业的景气度直接受到石油产业
链上游的勘探及生产的发展状况影响。”

“高位运行的油价会直接提高上游油气
企业的收入和利润，进而影响企业的资本开
支计划，驱使企业提高资本开支、加大开采。
上游油气企业有动力持续勘探开发，会给油
服企业带来正向循环。”孙仁金分析说。

在景气周期下，油服企业再次站在“风
口”，乘势而上。

一方面，国内外油气勘探开发投资保

持增长。数据显示，2023 年，国内油气企
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强化规模增储
和效益开发，取得显著成效。另一方面， 
2023 年上游勘探开发投资约 3900 亿元，均
创历史新高。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经济技术研
究院执行董事钱兴坤分析指出，国内油服
企业业务量显著回升，国际业务的拓展促
进油服企业持续向优发展，多数油田技术
服务公司利润攀升，经营呈现良好态势。

“油服企业持续推进发展转型，清洁能源相
关新型业务为油服市场带来增长点；核心
工程技术装备进步，为油服行业增收提供
了重要支撑。”

■■■■“好状态”有望延续

未来油服企业能否保持“好成绩”？

钱兴坤指出，2024 年，油气田企业将
在深层超深层、深水、非常规油气等增储
上产的战略接替领域持续发力，全国石
油、天然气新增探明储量将保持高位增
长，与上年保持同等水平。此外，原油产
量保持 2 亿吨以上稳产，天然气产量将达
到 2458 亿立方米。中国将引领深地油气
勘探开发的发展，在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
开发理论与重大工程技术装备方面取得
进步。

普华有策咨询预计，在国家能源安全
保障及“增储上产”政策持续推动下，国内
油气行业已进入新的快速发展通道，国际
油价的波动对国内油气勘探与开发支出的
影响相对有限，“三桶油”上游资本开支在
油价下行趋势下仍将保持高开支水平。因
此，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及资本支出将
进一步增加，从而为油田服务公司的业绩
增长带来较强的确定性，带动油服行业服
务需求和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发展，未来国
内油服行业发展前景良好。

孙仁金也表示，结合产业逻辑不难看
出，如果国际油价保持中高位运行，油田、
油气端的资本支出意愿就不会减弱。

受访人士均表示，在油气产储量保
持增长、“两深一非”增储上产新阵地的
发展形势下，油服企业的“好状态”将得
以延续。

业绩提升 增势不俗

国内油服民企表现亮眼国内油服民企表现亮眼
■■本报记者 渠沛然

锂电行业重磅文件出台
本报讯  5 月 8 日，据工信部网站消息，为进一步

加强锂离子电池行业管理，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工
信部电子信息司对《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21
年本)》《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2021 年
本)》进行修订，形成《锂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24 年
本)》《锂电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2024 年本)》(以下
简称《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显示，本规范条件是鼓励和引导行
业技术进步和规范发展的引导性文件，不具有行政审
批的前置性和强制性。《征求意见稿》从产业布局和项
目设立、生产经营和工艺水平、产品性能、安全和质量
管理、资源综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卫生和社会责
任、监督和管理等几大方面给出了指导意见和具体建
议，适应于锂电池、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
生产企业。

在产能布局和项目设立方面，《征求意见稿》提
出，锂电池企业及项目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产
业规划及布局要求，并提出要引导企业减少单纯扩大
产能的制造项目，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
生产成本。在生产经营、技术条件、工艺水平方面，

《征求意见稿》提出了若干条指导意见。比如，企业每
年用于研发及工艺改进的费用不低于主营业务收入
的 3%；申报时上一年度实际产量不低于同年实际产能
的 50% 等。 （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