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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网贵州电网公司逐南网贵州电网公司逐““绿绿””而行而行——

探路毕节高比例新能源和储能示范区建设探路毕节高比例新能源和储能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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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基 罗凯 王珊珊 陈镇

初夏时节，乌蒙大地，天高云淡，水碧
山青。

在这片土地上，贵州省首个实现“水光
互补”的电站——象鼻岭水电站，贵州首个
风力发电场——乌江源头风电场，贵州装
机规模最大的电化学储能电站——金沙茶
园储能电站，正源源不断地输出、存储清洁
电力，为毕节市乃至贵州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绿色动能”。

纬度较低，海拔较高，昼夜温差较大，
多高原台地——独特的地形、地貌、气候特
征，赋予了毕节丰富的风、光资源：全市可
开发风电资源约为 1156 万千瓦，全市年日
照数在 1096 至 1769 小时，风能、太阳能资
源禀赋居贵州省前列。

绿色，是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
范区的底色；能源，是毕节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支柱产业。近年来，毕节坚持绿色发
展，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
新能源，构建绿色能源产业体系。目前，全
市新能源并网装机规模达到 668 万千瓦，
占全市电源装机总量的 35.79%。电化学
和空气压缩储能装机总量 56.5 万千瓦，规
模为全省第一。新能源“高比例”特征明
显，储能发展势头强劲。

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围绕“双碳”目
标，大力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建设毕节
高比例新能源和储能示范区，为示范区建
设注入“绿色”动能，贡献南网力量。

■■ 坚强电网
支持新能源尽并快并、畅通无阻

近日，在毕节市纳雍县化作乡，毕节供
电局 2 名工作人员拨动摇杆，升起无人机，

对 500 千伏撒奢线 238 号塔至 276 号塔区
间开展巡视，全面排查是否有影响线路安
全稳定运行的隐患和缺陷。

500千伏撒奢线西起威宁自治县百万千
瓦级新能源基地，东接贵州电网主网架，是
贵州电网北部大动脉。“满负荷状态下，线路
每小时能输送电力292万千瓦时。”毕节供电
局规划发展部总经理杨文勇介绍说。

近年来，为畅通新能源送出通道，贵州
电网公司累计投资逾 20 亿元，先后建成
500 千伏乌撒输变电工程等重大工程。目
前，毕节电网外送能力达到 680万千瓦。

“为进一步提升毕节富余清洁能源送
出能力，我们正在开展500千伏撒奢线第二
回线路工程等项目施工复测、站址征地等
工作，不断完善巩固网架结构。”杨文勇说。

在建设坚强网架结构的同时，贵州电
网公司也积极做好新能源并网服务工作。

2022 年 12 月 30 日，贵州电网公司成
立新能源服务中心，集中力量做好新能源
并网业务受理、接入系统设计预审，为新能
源业主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做到“应
并尽并、能并快并”。

“我们深化新能源管理信息系统应用，
实现并网服务‘一网通办’，业务上线率
100%。”贵州电网公司网研中心新能源服
务室副总经理张彦介绍说。

2023 年，在贵州电网公司支持下，毕
节市新能源企业取得 84 个新能源项目，共
计 685 万千瓦装机的接入系统意见，6 个百
万光伏基地项目共计 62 万千瓦装机、5.43
万千瓦屋顶分布式光伏装机完成并网。

■■ 智慧调度
省、地协同实现新能源最大化消纳

“我们针对新能源场站，首先在系统里

建立场站机组模型，然后将监视、控制等信
号入库，搭建命令传递和控制的通道，最终
实现对新能源场站可控的目标。”在毕节供
电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配网自动化助理
专责卢鑫一边给 110 千伏大滥坝风电场建
立模型，一边介绍。

风力、光伏发电所具有的间歇性、波动
性等特征，给电网的稳定性带来了一定挑
战。尤其是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电
网，对电网调度提出了很高要求。

为此，贵州电网公司建设了新能源可
观可测可控一体化平台，同时建立贵州高
原山区功率预测模型，结合实际气象预报，

精准预报每个新能源场站的功率。
“我们开发了省地 AGC 协同控制系

统，该系统只要设置好变电站的上网功率
限值，就能实现自动调减水、火电厂的发电
功率，实现新能源最大化消纳。”贵州电网
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总经理黄晓旭介
绍说，目前，该系统已经在兴义电网投入运
行，并将在全省推广。

卢鑫所做的建模工作，就是为省地AGC
协同控制系统在毕节网区上线运行做准备。

“我们正按照‘三步走’的计划推动省
地 AGC 协同控制系统在毕节网区的上线
运行。”贵州电网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自

动化部副总经理陈胜介绍说，预计 6 月底
前，将实现该系统在毕节网区运行。届时，
毕节电网调度智能化水平将明显提高，有
效提升风、光资源利用率。

据毕节市“十四五”能源发展专项规
划，预计到 2025 年，全市风电、光伏等新能
源发电装机占比将达 50.5%，“高比例”特征
愈加凸显，能源系统“含绿量”进一步提升。

根据这一特征，贵州电网公司将加快
新能源配套工程建设，进一步提升电网调
节能力，高质量建成毕节高比例新能源和
储能示范区，助力毕节贯彻新发展理念示
范区擦亮绿色底色。

毕节区域能源送出“心脏”之一——南方电网贵州毕节供电局 500 千伏乌撒变电站 。程基/摄

全 球 离 网 照 明 协 会 发 布 最 新 统
计数据显示，2023 年全球离网型太阳
能行业共吸引投资 4.25 亿美元，同比
下降 43%。

据了解，离网型太阳能发电系统
一直被视为非城市地区实现电气化的
解决方案。但近年来，全球范围来看，
该产业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全球离网
型太阳能产业投资的下降引发了行业
发展前景的担忧。有分析称，如果未
来投资情况进一步恶化，非城市地区
的电气化进程将放缓，无电人口用电
问题也将无法解决。

■■ 市场需求下滑

具体来看，2023 年针对离网型太阳
能的投资主要流向了全球 85 家企业。
在投资类型上，2.81 亿美元为债务投
资，1.28 亿美元为股权投资，剩余 1550
万美元为赠款。在投资用途上，可再生
能源生产性利用方面的投资成为去年
的“大赢家”，总规模达 6500 万美元，是
2022 年的两倍。从公司种类来看，初创
公司和较为知名的“种子选手”分别收
获投资 1.48 亿美元和 2400 万美元。初
创公司募集资金额度远高于“种子”公
司。而在初创公司所募集的资金中，有
34% 用于可再生能源生产性投资，这也
是 2023 年可再生能源生产性投资大幅
增长的原因之一。

尽管去年离网型太阳能产业投资
有亮眼的地方，但总体投资额度同比
下滑明显，股权投资作为支持企业发
展的重要途径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全球离网照明协会分析，去年离网型
太阳能产业吸引投资减少是受市场需
求萎缩的影响。

数据显示，2023 年，全球离网型太
阳能新安装数量为 896 万套，较 2022 年
减少 50 万套。虽然 2023 年的安装数量已经是有史
以来第二高位，但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核心市
场销量下滑，远低于预期。

全球离网照明协会负责人劳拉·福尔特斯指
出，从目前离网型太阳能行业吸引投资的情况来
看，如果未来没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开发更多的融
资工具，全球离网型太阳能装机规模将无法达到助
力气候目标实现的标准。

根据测算，到 2030 年，离网型太阳能要想成为
普通人负担得起、可靠的、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每年
需要吸引超 30 亿美元的投资，远高于当前 4 亿美元
的投资数额。

■■ 安装成本较高

劳拉·福尔特斯称，虽然离网型太阳能行业已
形成可行的商业模式，建设了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
链，拥有了核心技术，但通货膨胀、利率变化等全球
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都给离网型太阳能行业发展
带来了挑战。

全球离网照明协会执行董事萨拉·马尔姆表

示，虽然 2022 年，离网型太阳能产业表现
出巨大的发展韧性，但在全球经济形势
的影响下，市场需求也随之出现了变化。

“我们认为，经济可负担能力是当前影响
离网型太阳能业发展的关键。这也是我
们如此关注投资的原因，只有在金融上
支持产业和相关企业，才能促进离网型太
阳能产行业的发展。”

据了解，每套离网型太阳能发电系统
的安装成本在 4.5 万美元至 6.5 万美元，远
高于并网型太阳能发电系统的 2.5 万美
元。这是由于离网型太阳能发电系统必
须配置储能，才能发挥效用。而在市场形
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离网型太阳能发电
系统安装成本较高问题进一步凸显，成为
投资市场遇冷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不足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相关企业的经营和盈利能力。一
些企业被迫放弃离网型太阳能电站开发
业务，还有一些企业另选赛道，拓展业务
范围，转为多元化经营路线。若未来无法
解决行业缺乏融资的问题，或将影响全球
气候目标的实现。

■■ 期待财政支持

虽然近年来全球离网型太阳能行业
不受投资方青睐，但其减排效果获得了大
众的认可。

全球离网照明协会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全球约有 1.16 亿人借助离网型
太阳能发电系统满足日常生活用电所需。
该系统可为风扇、冰箱、电视、热水器等家
用电器供电，累计已减少了 1.09 亿吨二氧
化碳排放当量，相当于 28 座燃煤发电厂停
产一年。

美国环境监测公司“60 分贝”在一份
调查报告中指出，使用离网型太阳能发
电系统后，大多数用户都非常满意，表示
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但也面临着因安装

离网型太阳能引发的过度负债等问题。
上述报告进一步提出，为进一步促进离网型

太阳能行业发展，还需要打造成熟的售后服务网
络。由于离网型太阳能系统的安装地点一般都
位于山区、无电区、海岛、通讯基站等场所，若要
增强用户接受度，就需要考虑到售后支持和维修
服务。不过，这部分对相关企业来说，也是较大
的投资。

“60 分贝”公司高管吉·哈里森表示，资金端
挑战阻碍了离网型太阳能产业的发展。“但不得
不承认的是，离网型太阳能行业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真正的机会，让民众有了一种更方便的绿色能
源获取方式，不管对家庭、社区和国家来说，都有
好处，因此尽管存在挑战，也要积极推进产业的
发展。”

非洲离网型太阳能初创公司 Nuru 高管表示，
要加速开发市场，就需要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支持。
比如，尼日利亚就举行了离网型太阳能发电项目的
招标，项目获得了非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提供的
5.5 亿元资金支持。财政上的承诺非常必要，可以
推动项目尽快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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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晚，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十余名工作
人 员 正 在 配 合 港 区 吊 装 4 号 风 机 本 体 。 预 计 8 月 底 5 台 风 机 将 全 部 投
运，这里将建成浙江省首个风光储一体化绿色港口。海港是海上交通的
重要枢纽，也是贸易运输和物流的重要节点。近年来，我国绿色化港口
建设提速。 王幕宾/摄

浙江省首个风光储一体化
绿色港口加速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