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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型电力系统打造新型电力系统““云南样板云南样板””
■刘民伟 刘杰 李琛 沙子键

云南大理，2578 米的天峰山上，猎猎
风声中一座座挺拔的风机正转个不停。当
地老百姓说：“大风车一转，电就来了。”“风
花雪月”中的风有了新使命。在彩云之南
正处处上演“好风光”邂逅“新能源”。

云南电网公司规划发展部主网规划科
经理施超讲述了一串数字：“4100 万千瓦
——截至今年 6 月云南新能源装机容量，
新能源超过煤电，成为云南电网第二大电
源；84.4%——2023 年云南电网非化石能
源电量占比；99.78%——2023 年云南电网
新能源消纳率。”一连串亮眼数字背后是云
南电网公司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方面的不
懈探索与实践。

三年来，云南电网公司持续推动能源
绿色转型，驾驭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特性最
复杂、电力最绿色的异步送端大电网，有力
保障了 39 万平方公里供电区域内近 5000
万人口的安全可靠用电。

■■ 新能源成第二大电源

提起云南，“风光”二字不可不说。一
是风光处处好，吸引无数游客来此赏景；
二是风光背后是大放异彩的风电、光伏。

截至今年 6 月，云南新能源装机容量
突破 4100 万千瓦；仅 2023 年，云南省新增

新能源装机达 2086 万千瓦。
一方面，云南电网大力支持新能源电

源建设，多措并举服务新能源并网，开辟新
能源接入绿色通道，开创“一站式”服务，统
一开展新能源接入系统设计，办理时间大
幅压缩 3—5 个月。加大新能源送出通道
投资建设力度，建设周期较常规电网工程
压缩近 30%。

另一方面，云南电网推动“源网荷储”
协同发力，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
体系建设，坚强支撑新能源高渗透率电网
的安全稳定运行。

建强“主骨架”，保供更有底。目前，云
南电网已建成“四横四纵一中心”的500千伏
主网架大格局，并与南方电网通过十回直流
异步联网运行，建成投产 500 千伏德兰线、
500千伏隆阳变、500千伏光辉变等一批标志
性工程，支撑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和消纳。眼
下，在楚雄，云南省首个500千伏新能源汇集
站（光辉变）建成投运，全省首个独立储能电
站成功并网，拉开独立储能电站投运序幕。

升级“黑科技”，运维更智慧。云南电
网公司依托智能调度运行体系、智能监控、
智能运维，电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
升，构建云边融合智能调度运行平台，逐步
支撑新型电力系统背景下电网安全运行和
现货市场高效运营；率先研发新能源高渗
透率场景下电网稳定运行三道防线，打造
系统稳定坚强底座，坚强支撑 2024 年春节

期间新能源最高渗透率达 66% 的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

推动“大协同”，用电更有序。云南电
网公司主动应对电力、电量及调节能力“三
缺”风险，源网荷储四端协同抓好行之有效
保供举措落实，有力保障西电东送和省内
供电平稳，守牢了不拉闸限电底线，保供成
效得到各方肯定。2023 年，云南电网客户
年平均停电时间小于 10.5 小时，供电可靠
性相比“十三五”末期大幅提高。

■■ 高消纳率全国领先

从以稳定的煤电为主，到用好季节性

丰枯交替的水电，再到如今驾驭千变万化
的风光电，云南电网连续多年基本实现新
能源全额消纳，新能源利用率连续多年保
持高位。

云南电网公司坚持将科技创新作为构
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途径，聚焦推动新
能源可观、可测、可控能力建设，建立适应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调度运行
管理机制，持续推进新能源场站网源协调
试验，深入开展新能源场站建模及电网稳
定分析，不断提升云南电网新能源调度运
行管理水平。

云南电网公司提出“十大技术攻关”和
“十大政策研究”并及时迭代更新。“点面结

合、示范引领、全面推进”，省、地、县三级示
范区加速建设。大理水风光低碳新型电力
系统示范区近期以“优秀”的成绩通过南方
电网公司阶段验收。楚雄高比例可再生能
源和储能示范区、呈贡光储充和配网自愈
示范区、玉溪新平新能源网源协同示范区、
维西现代化农村电网等加速建设。

努力建立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的市场
体系，云南电力市场绿色能源交易电量占比
超90%，清洁能源交易比例全国最高。在全
国率先开展日前增量交易试点，率先全面放
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参与交易，省内市场化交
易电量占比全国第一；率先推出零售交易平
台，全面响应市场发展提速换挡的新要求。

近日，由成都市投资促进局牵头组
织的成都—亿华通供应链企业招商对接
会在成都召开。作为今年下半年的“圈
链融合”重大活动，成都聚焦绿色氢能产
业建圈强链招商引智，携手链主企业亿
华通，围绕其供应链关系和生态伙伴进
行 靶 向 招 引 ，打 出 链 主 招 商 、场 景 招 商

“组合拳”，吸引了一批氢能产业关键配
套项目。项目落地后，将进一步健全成
都氢能全产业链条，显著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四川清洁能源禀赋突出，水能资源技
术可开发量达 1.48亿千瓦，居全国第二，为
制氢项目提供了坚实的要素保障。成都
投促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水力发电
在四川全省占比均超 80%，它不仅是清洁
能源，更是一种稳定电力，对制氢特别是

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项目至关重要。”
据悉，参加本次活动的 12 家亿华通供

应链企业中，主要业务涵盖氢燃料电池电
堆、系统、质子交换膜、膜电极、制储运等
氢能产业链关键环节。成都市投资促进
局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刘静说：“我们
不仅给政策，还给配套、给场景，全面赋能
氢能全产业链发展。”

政策方面，成都已出台《成都市优化
能源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措
施》《成都市推动氢燃料电池商用车产业

发 展 及 推 广 应 用 行 动 方 案（2024—2026
年）》等政策，对整车企业研发或导入氢
燃料电池商用车车型（含二类底盘）并投
产 上 市 实 现 销 售 的 ，综 合 考 虑 车 价 、车
型、产值和销量，给予单个车型最高 5000
万元的产销奖励。给予氢能存储、运输
企业最高 500 万元、150 万元补贴 ；对绿
电制氢项目给予 0.15—0.2 元/千瓦时的
电费支持；对加氢站建设运营，给予最高
1500 万元补助。到 2026 年，全市氢燃料
电 池 商 用 车 累 计 推 广 应 用 不 少 于 3000

辆，建成各类加氢站 20 座（含制氢加氢
一体站 5 座）。

目前，成都已成为国内第四个实现百
台以上燃料电池公交车运营的城市，也是
西南地区首个开展燃料电池物流车示范
的城市。聚焦“绿氢之都”目标，成都将氢
能列入全市 30 条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链
之一，采取系列超常规举措，实施“六大工
程 ”，推 动 氢 能 产 业 建 圈 强 链 。 已 集 聚
100 余户氢能关联企业及高校院所，拥有
氢 燃 料 电 池 系 统 等 30 余 个 氢 能 装 备 产

品，基本形成“制—储—运—加—用”氢能
全产业链。2023 年成都市氢能全产业链
实现产值 130 亿元，同比增长 10%，位居全
国前列。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成都氢能产业
建圈强链，成都未来将多措并举，持续抢抓
氢能发展新赛道，布局未来产业。首先，从
创新平台、成果转化、场景驱动等方面，进
一步优化超常规精准支持政策，提供更多
融资支持，招引氢能全产业链项目。其次，
持续策划举办链主企业供应链大会等“圈
链融合”重大活动，进一步拓展投资成都的

“氢友圈”，精准对接目标企业、邀请考察洽
谈，着力提升以会招商、以商招商实效。最
后，结合成都氢车推广与加氢站建设计划，
梳理示范应用场景，策划发布机会清单，招
引氢能产业优质项目落地成都。

成都发力氢能产业
■本报记者　张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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