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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新能源系统友好性能 增强发电站可靠出力水平

发力建设电网友好型新能源电站发力建设电网友好型新能源电站
■本报记者 董梓童 林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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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装机保持较快
增长，发电量占比创历史新高，持续为我国
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强劲动能。公开数据显
示，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
1.34 亿千瓦，同比增长 24%，占全国新增电
力装机的 88%；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1.56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22%，约占全部
发电量的 35.1%。

我国新能源发电规模不断扩大，能源
转型步伐明显提速。为加快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
能的新型电力系统，需进一步增强电网对
清洁能源的接纳、配置、调控能力。电源侧
作为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亟待自身
升级，支撑电网稳定运行。

围绕新形势新任务，《加快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行动方案（2024—2027 年）》（以下
简称《方案》）明确提出新能源系统友好性
能提升行动，从打造一批系统友好型新能
源电站、实施一批算力与电力协同项目、建
设一批智能微电网项目三个方向出发，推
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实效。

■■ 有效利用储能 增强出力水平

《方案》指出，打造一批系统友好型新
能源电站。整合源储资源、优化调度机制、
完善市场规则，提升典型场景下风电、光伏
电站的系统友好性能。改造升级一批已配
置新型储能但未有效利用的新能源电站，
建设一批提升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的系统友

好型新能源电站，提高可靠出力水平，新能
源置信出力提升至 10% 以上。

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副室主
任叶小宁表示，新能源已成为我国电源装机
主体，正在向电量主体发展。随着新能源渗
透率不断提升，电力系统“双高”（高比例新
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设备）特性明显，亟需
新能源更好发挥能源保供增供方面的作用。

“因此，推动提升新能源系统友好性能，是加
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适应能源转型需要的
必然选择。一方面，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
可以助力新能源大基地及配套设施的建设，
保障电力供应安全；另一方面，系统友好型
新能源电站有利于提高新能源可靠出力水
平，保障电力运行安全。”

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认为，这
为储能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新要
求下，未来储能绝不只是简单的配角，而
将成为智慧电网、新型电力系统中一个独
立且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持发电端与用电
端之间的平衡，成为市场机制下的一项重
要产业。”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4 年以来，
新型储能调度运用水平持续提高，新型储
能调节作用不断增强。根据电网企业统
计数据，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 2024 年上
半年新型储能等效利用小时数达 390 小
时、等效充放电次数约 93 次，较 2023 年上
半年分别提高约 100%、86%。南方电网公
司经营区 2024 年上半年新型储能等效利
用小时数达 560 小时，已接近 2023 年全年

调用水平。
“与抽水蓄能相比，锂电池储能具有系

统效率高、响应速度快、选址灵活性大、建
设难度低、建设周期短等优势。”刘汉元
说，“目前，锂电池储能系统建设成本已降
至 1000 元/千 瓦 时 以 内 ，未 来 有 望 降 至
500 元/千瓦时，大规模应用经济性将进一
步凸显。”

■■ 算力电力协同  促进绿电消纳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先进科 学 技 术 逐 渐 在 能 源 领 域 中 应
用，算力与绿色电力的一体化融合成大
势所趋。

《方案》提出，实施一批算力与电力协
同项目。统筹数据中心发展需求和新能
源资源禀赋，科学整合源荷储资源，开展
算力、电力基础设施协同规划布局。探索
新能源就近供电、聚合交易、就地消纳的

“绿电聚合供应”模式。整合调节资源，提
升算力与电力协同运行水平，提高数据中
心绿电占比，降低电网保障容量需求。探
索光热发电与风电、光伏发电联营的绿电
稳定供应模式。加强数据中心余热资源
回收利用，满足周边地区用热需求。

远景智能副总裁赵楚泓认为，电力与
算力发展相辅相成，智能算力可以促进可
再生能源发电站效率的提升，助力能源管
理，增强电力调度能力，平衡和稳定电网运
行，以及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

有“风光”时有电，无“风光”时无电
——这是新能源的最主要特征。在风电、
光伏发电建设规模持续快速扩大的背景
下，风光发电的间歇性、随机性、波动性，
给现有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带来挑战，
而算力是缓解这一问题的新途径。如今，
浙江、江苏配网已经应用虚拟调度员和辅
助调度员，可以实现自主独立首发指令，
以及故障应急处理工作，助力电网灵活调
节能力的提升。未来，在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过程中，算力应用范围将越来越广泛，
成为我国电力系统和电网平稳运行的重
要支撑。

叶小宁表示：“随着社会各界对算力与
电力协同运行水平的重视，通过推动数据中
心向用电成本较低的新能源富集地区转移，
优化数据中心电力需求的时间和空间分布，
能够进一步促进新能源高水平消纳。”

■■ 鼓励自发自用 探索新型模式

《方案》称，建设一批智能微电网项
目。鼓励各地结合应用场景，因地制宜建
设智能微电网项目。在电网末端和大电网
未覆盖地区，建设一批风光储互补的智能
微电网项目，提高当地电力供应水平。在
新能源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建设一批源
网荷储协同的智能微电网项目，提高微电
网自调峰、自平衡能力，提升新能源发电自
发自用比例，缓解大电网调节和消纳压力，
积极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书长彭
澎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高比例风电、
光伏等波动性电源的接入对电网造成的影
响，仅靠高压侧调度无法完全解决，还需要
关注配网侧，建设智慧微网。这些微电网
就像毛细血管，能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实现
自我平衡，当自我调节能力不足时，再与大
电网交互。”

叶小宁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称：“新能
源发展路径从大型集中式转变为集中式
与分布式并举，就近消纳是新能源利用的
重要模式。从新能源自身特性来看，就近
消纳可以降低其波动性对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的影响，也可以减少对系统调节能力
的需求。”

截至目前，重庆市、江苏省常州市等地
先后发布文件支持智能微电网的建设发
展。其中，常州市提出，到 2026 年末，全市
建成具备推广价值的新型智能微电网试点
示范项目 30 个；通过开展试点示范建设，
探索具有本地区特点的新型智能微电网建
设和运营管理模式，为快速有效开展规模
化推广提供系统指导。

“目前，各地主要以试点方式促进相关
项目的落地。智能微电网项目模式丰富，
比如在大电网未覆盖地区，可以开发风光
储互补的微电网项目，而在新能源丰富地
区，可建设源网荷储协同的微电网项目。
发展智能微电网项目要因地制宜，依据当
地用电习惯与应用场景，选择不同模式。”
彭澎进一步表示。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近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
（以下简称“三桶油”）陆续发布 2024 年半
年度报告。根据报告，今年上半年，在国
际油价整体呈现上涨态势的大背景下，

“三桶油”业绩表现较为亮眼。相较上年
同期，除中国石化营业收入略有下滑外，
中国石油、中国海油营业收入均保持较高
增长；归母净利润方面，“三桶油”均呈现不
同程度上涨态势，其中中国海油增幅最大，
同比增长 25%。

■油价上涨  利润齐升

按照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今年上
半年，中国石化实现最高营收约 1.58 万亿
元，同比下降 1.1%；中国石油实现营收约
1.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中国海油营收
相对较低，为 2267.7 亿元，同比增长 18%。

“三桶油”归母净利润表现与营收略有不
同，中国石油归母净利润最高，达 886 亿
元，同比增长 3.9%；中国海油则以相对较
低的营收实现了较高的归母净利润，达
797 亿元，同比大增 25%，“吸金”能力十足；
中国石化实现归母净利润 371 亿元，同比
增长 2.6%。

“三桶油”业绩稳定增长背后，与国际
原油市场回暖不无关系。2024 年上半年，
世界经济增长带动原油需求回暖，产油国
联盟延续减产策略导致供应偏紧，地缘政
治冲突多点频发，国际油价同比上升。

中国石油在半年报中指出，今年上半
年，布伦特原油现货平均价格为 84.06 美
元/桶，比上年同期的 79.66 美元/桶上升
5.5%；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现货平均
价格为 78.95 美元/桶，比上年同期的 74.76
美元/桶上升 5.6%。对于上半年业绩增长
的原因，中国石油指出“主要由于本集团原
油、汽油价格上涨、天然气销量增加，以及
煤油、聚乙烯等产品量价齐增”。

“2024 年上半年，国际油价高位宽幅
震荡，市场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公司进一
步强化生产经营一体协同优化，加大原料、
产品和装置结构调整力度，全力拓市扩销，
强化成本费用管控。”中国石化在半年报中
表示，对于营收下降的原因，主要归因于部
分石油石化产品销量下降。

中国海油在半年报中指出：“上半年 ，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们始终聚焦
油气主业，突出抓好增储上产、科技创新和
绿色发展三大工程，着力实施提质增效升
级行动，价值创造能力进一步提升，经营业
绩再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增储上产 稳步推进

国家统计局等相关资料显示，2024 年
上 半 年 ，国 内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原 油 产 量
10705 万吨，同比增长 1.9%；原油进口量
27548 万吨，同比下降 2.3%；国内规模以上
工业天然气产量 1236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6.0%；天然气进口量 6465 万吨，同比增长
14.3%；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2137.5 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 10.1%。

作为我国油气资源保供主力军，“三
桶油”上半年在油气勘探开发上持续发
力，以技术创新推动增储上产保持良好
态势。

2024 年上半年，中国石油大力实施高
效勘探，在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准噶尔
盆地取得多项重大突破和重要发现，落实
多个规模油气储量区。值得注意的是，中
国石油扎实推进万米深地油气科探预探工
程，深地塔科 1 井突破万米大关并刷新亚
洲最深直井纪录。与此同时，海外油气业
务突出效益勘探、规模增储，乍得 PSA 项目
获得高产油流。根据报告，2024 年上半
年，中国石油原油产量 474.8 百万桶，同比
增长 0.1%；可销售天然气产量 2584.2 十亿
立方英尺，同比增长 2.7%；油气当量产量
905.5百万桶，同比增长 1.3%。

中国石化同样将勘探开发放在重要位
置，上半年增储增产降本增效取得新进展，
国内油气当量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其
中，四川盆地页岩气、北部湾盆地新区带等
勘探取得重大突破，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
级示范区建设高效推进。与此同时，加快
推进胜利海上、塔河、北部湾等原油重点产
能建设，并积极推进顺北二区、川西海相等
天然气重点产能建设。2024 年上半年，中
国石化实现油气当量产量 257.66 百万桶，

同比增长 3.1%。
中国海油指出，上半年以寻找大中型

油气田为目标，持续加大风险勘探和甩开
勘探力度，新领域、新层系获得重大突破，
进一步夯实油气储量基础。在中国海域获
得 6 个新发现，其中，陵水 36-1 是中国首
个超深水超浅层领域勘探发现，标志着南
海万亿大气区的实现。数据显示，上半年
中国海油油气净产量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达 362.6 百万桶油当量，同比增长 9.3%。

■低碳转型  融合发展

守好传统油气主业、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的同时，“三桶油”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积
极推进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风电、光伏
发电、地热能、氢能、碳捕集利用及封存

（CCUS）业务齐推进，持续打造绿色竞争
新优势。

以中国石油为例，2024 年上半年，中
国石油积极推动新能源大基地布局和新能
源指标竞配，新获风光发电指标 725 万千
瓦，签订地热供暖合同面积 4615 万平方
米。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实施，大庆油田林
甸 160 万千瓦风电、新疆油田煤电一体化
264 万千瓦光伏项目开工建设，塔里木油
田喀什 110 万千瓦光伏项目全容量并网，
新开工建设库尔勒 130 万千瓦光伏项目。
2024 年上半年风光发电量 21.7 亿千瓦时，
比上年同期的 8.5 亿千瓦时增长 154.5%。

深入推进全产业链 CCUS 业务发展，注入
二氧化碳 83.7万吨。

中国石化表示，公司积极培育氢能、风
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业务，加快构筑“油
气+新能源”多能互补格局。炼化业务加
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基地建设，统
筹低成本“油转化”、差异化“油转特”，积极
布局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有序推
进老旧装置更新改造，打造更加安全集约、
绿色智能、匹配协调的炼化产业链。此外，
在零售端具有较强优势的中国石化，也在
积极加大力度推进充电、加气网络建设和
氢能交通示范应用，完善易捷综合服务生
态，巩固提升“油气氢电服”综合能源服务
网络优势。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石化充电
网络已遍布全国 370 座城市，累计建成充
电站超 6000 座。

中国海油稳步推进油气勘探开发与新
能源业务融合发展，于去年 5 月并网的“海
油观澜号”截至目前已累计发电 2858 万
度，折合二氧化碳减排 1.66 万吨，其中今年
上半年累计发电 1440 万度。中国海油表
示，通过自产自用及绿电交易两种方式，扩
大绿电使用规模，上半年共消纳绿电超 4
亿度，减少碳排放近 30 万吨。此外，中国
海油首个海上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蓬莱
油田太阳能发电项目投用，全球首套 5 兆
瓦级海上高温烟气余热发电装置完工，预
计使用 20 年累计可节省天然气消耗约 3 亿
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80万吨。

““三桶油三桶油””上半年业绩亮眼上半年业绩亮眼
■本报记者 李玲

河北怀来官厅水

库沿岸，风机发电持

续输送绿色电能。

江临秋/图文

中国中检牵头发布
行业首个整车天线标准

本报讯 近日，工信部发布公告，中国中
检所属中国汽研信息智能事业部通软中心牵
头编制的 YD/T 4733-2024《车载通信天线
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标准获批，并将于 2024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该标准为汽车通信首
个行业标准，为解决行业的汽车天线技术要
求与测评方法等问题提供重要参考和依据，
为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提供重
要技术和标准支撑。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飞速发展，作
为实现车辆与外界信息交换的关键部件，车
载通信天线的性能与可靠性直接关系到车辆
的整体通信质量和安全性能。过去，由于缺
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测试方法，市场上车载
通信天线的质量参差不齐，对智能网联汽车
的发展造成了阻碍。《车载通信天线技术要求
和测试方法》不仅为车载通信天线的测试提
供了明确的技术指导和规范，也标志着我国
在智能网联汽车天线技术领域的标准化工作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接下来，中国中检将继续围绕汽车无线
通信的“体验”与“安全”主线，抓住智能网联
汽车“网联化”发展机遇，助力实现汽车“车路
云+空天地”发展。 （张宇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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