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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的萧索与寒气已隐隐可见。关于
“度 冬 ”的 思 索 与 筹 备 ，早 在 月 余 前 、天
尚 热 时 便 已 在 浙 江 的 能 源 电 力 领 域 提
上日程。

针对冬季保供电，浙江省能源局电
力处处长程良玉给出基调：“今年迎峰度
冬形势依然严峻，电力保供不比夏天来
得轻松。”

      新压力：
      度冬负荷或将首次破亿

此前，浙江电网刚“捱”过了一个“前所
未有”的夏天：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前所未
有，连续的负荷冲高前所未有，保供的复杂
难度前所未有。

而“前所未有”或许仍将在今冬上演。
“预计今冬明春浙江全省最高负荷 1.1

亿千瓦左右，同比增长 10.8%。如果持续
性、大范围低温寒潮天气出现，负荷还将冲
高。”国网浙江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工程
师唐律说，“这也将是浙江电网度冬负荷首
次破亿。”

供给端的形势同样显得复杂且不确定。
“冬季‘枯水、少光’等因素都会削弱供

电能力。”唐律坦言，因寒潮的不确定性，度
冬较之度夏，保供压力更紧了三分。

浙江是典型的电力受端省份，外来电
占比超三分之一，今夏负荷高峰期外来电
力最高达 4594 万千瓦。占据其中大半壁
江山的西南水电，在冬季恰逢枯水期，送电
功率下降。

从省内供给来看，光伏发电装机 4410
万千瓦，今年光伏最大出力 2495 万千瓦，
是仅次于煤电的第二大电源，冬季光照少，
光伏平均出力较夏季也会下降。

几重因素叠加，唐律判断：“按照当前
冬季负荷预计，和现有的煤电、抽蓄投产计
划，以及外来电中长期协议，今冬全省供电
比较紧张。”

这样的“紧张感”，浙江能源电力保供
链条上的参与者都感受到了。

10 月 25 日，在乐清湾乐电码头，煤船
正在忙碌接卸，为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冬储
备充足“粮草”；国网浙江电力召开会议安
排迎峰度冬工作，营销系统已在摸排今冬
能参与集中检修的企业，为“移峰填谷”腾
挪空间……

在浙江省经济与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处
处长陈波看来，未雨绸缪源于浙江在全国
能源电力保供大局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一是地理位置与资源条件特殊。浙
江地处中国东部沿海，能源资源相对匮乏，
保供很大程度依赖外来能源的输入和新型
能源的开发。二是经济地位与能源需求特

殊。浙江是经济大省，以 1.1% 的国土面积
贡献了全国 6.6% 的 GDP，经济的快速增长
对能源电力保供提出更高要求。三是能源
结构转型特殊。浙江能源结构转型走在全
国前列，这有助于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但也带来新的保供挑战。”陈波进一步解
释，浙江担负着“经济大省挑大梁”的重任，
电力是关键支撑保障。

压力之下，作为“久经沙场”的电力保
供人员，国网浙江电力营销部副主任王辉
东很清醒：今年的形势摆在眼前，难，是刚
性的、确定的，而干好，又是必须的。

      新问题：不确定性+极端，
      浙江准备好了吗？

更难以忽视的是随着电力系统发展而
逐渐显现的保供新问题。

从今夏保供看，浙江用电负荷呈现的
“双峰”特点更为明显，保供压力集中在如
何科学有效应对 5%—10% 的尖峰负荷。
在供给侧，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风
光出力的波动性、有源配电网的复杂性，叠
加高比例外来电等，导致系统不确定性加
剧，改变了以确定性规划为基础的供需平
衡模式。

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互动越来越频繁。如何迎战新型电力系统
下变化无常的供需关系，是浙江迎峰度冬
面临的新难题。

从电力账户看，35 万户高压、441 万户
低压非居民电力客户散落各地，构成浙江
的工商业版图。今年上半年，浙江全行业
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超 8成。

近距离观察浙江企业，潜藏在负荷曲
线中的新特点浮出水面。

10 月 22 日，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日用电负荷高峰出现在上午 9 点和下午
4 点。“9 点员工陆续到岗，下午 4 点食堂开
始忙碌。”该公司设备设施运营负责人高令
昌介绍，企业大楼用电与一般的工作生活
作息相符。这代表了浙江一大批数字经济
等高附加值产业的运行规律：负荷高峰在
白天。

“浙江企业负荷占比大，正常情况下，
冬季日间负荷要高于夜间。”唐律表示，情
况在发生变化，近年来浙江冬季晚峰的保
供压力越来越大——2023 年 12 月 21 日，
浙江晚间 18 时 53 分出现的最高负荷第一
次超过日间最高负荷。

“在分时电价引导下，部分企业将生产
转移至夜间。一旦遇到极寒天气，夜间空
调取暖‘一哄而上’，用电负荷就会直冲高
点。”在唐律看来，保民生用电的“硬杠杠”
下，夜间比白天保供更难。“夜间光伏发电
归零，风电装机为光伏的 15% 左右，规模有
限。浙江白天尚可向外省购买富余的新能

源发电，但夜间这一普遍困境让临时购电
更难。”

浙江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分析显示，浙
江企业众多，用电负荷特性不一，在省内、
省间具有一定的互济特点。

从省内看，纺织业等行业生产用电受
季节影响不大，化学、化纤类制造业用电全
天相对平稳，重工业对电价更敏感，往往会
部分转移至夜间生产；从省间看，安徽连续
生产的大工业更多，晚高峰比浙江推迟约
2 个半小时，今夏两省便实现高峰时互济
送电。但在冬天，这一“自洽”的调节能力，
也因日渐突出的晚峰问题面临削弱。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威胁着电力系
统安全稳定运行。一旦冬季出现极端寒
潮，对电力保供将是难度值无法估量的巨
大考验。

2008 年，一场波及南方多地的冰灾导
致覆冰倒塔、断线，浙江多地电网受影响，
杭州车站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留置。当时，
陈波刚入职经信厅不久，参与抢险中，对
极端天气之于电网乃至经济社会的巨大
影响体验深刻：“我们必须要问的是：假如
极端寒潮来临，浙江准备好了吗？”

      新共识：电力保供，
      是每个人的事

相较于保供形势的复杂多变，受访者
们有着笃定的共识：合力共为。这让今冬
电力保供多了确定性。

“这不是哪一家的事，这是每个人的
事。”谈及保供，杭州青云新材料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施其说。这家传统化纤纺织企
业 24 小时连续生产，一旦突然停机，损失
上百万，很难根据分时电价调整生产。

“我们今年 8 月刚投产了一期 9.6 兆
瓦的光伏项目，今年冬天还将投产 10 兆
瓦时的配套储能，在负荷高峰时期能提供
5000 千瓦以上的顶峰调节能力。”施其解
释，企业的冬季日负荷稳定在 1.35 万千瓦
左右，这样“一增一减”间，便创造出了保
供的合力。

无独有偶。高令昌的观念也惊人一致：
“节能是点滴积累的事情，能节一点是一点，
一家企业或许只有一点，但如果1000家甚至
更多企业参与进来，汇聚起来就是很大的节
能效果。”今年年初，先临三维上马了能耗采
集和能源托管系统，助力其在今年迎峰度夏
时，通过合理调节照明、空调温度等参与需
求响应。

在往常保供电中，常被视为“被保护
者”的企业，如今“主人翁意识”更强了。这
让长期主导保供的政府、挑大梁的电力企
业更坚定了信心。

程良玉说，浙江能源局已在政企联动、
调动各类资源发力：“我们将用好省电力保

供专班机制，不断加强网源协同，全力稳发
增供，最大限度增购外来电，同时做好负荷
管理准备，引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移峰错
峰用电。”

火电机组特性稳定，是浙江的主力电源，
在迎峰度冬保供电中发挥着“压舱石”作用。

“对火电而言，如何应对严寒冰冻天
气等给机组安全运行带来的影响，是重要
的课题。”在华东地区最大的燃煤发电厂
——浙能嘉兴发电厂，该厂生产副总经理
翁建明说，除了常规排查隐患、加强燃煤库
存等，已针对防寒防冻预置了各类保温措
施，同时也抢抓“窗口期”高质量检修。

在供给侧，更多“弹药库”正在充实
中。眼下，朗熹电厂 66 万千瓦的 6 号机组
和宁海抽蓄电站 35 万千瓦的 1 号机组已正
式投运，六横电厂 100 万千瓦的 4 号机组进
入投产倒计时，缙云抽蓄电站首台机组预
计将在今年 11 月底投运。国网浙江电力
也在加快电网送出工程建设，电力调度部
门有序推动机组计划检修，并推动电厂备
足高热值燃料。

“总的来看，我们的思路仍是省内挖潜、
省外增购、负荷调控三方面发力。”唐律说。

冬季临时购电往往“量少价高”，提早
谋划，通过中长期外来电稳住冬季保供基
本盘。唐律介绍，一般情况下，西伯利亚的
寒潮最远到达福建北部，很难穿越福建，往
南争取外来电，是冬季优选之一，“目前，我
们已锁定 12 月福建送浙江外来电，同时也

随时跟踪全国供需形势，动态调整省间现
货购电策略，并在国家电网公司统筹下，精
打细算用好西南水电。”

从需求侧看，长期与企业打交道的陈
波，对政企的高效协作熟稔于心：今夏按计
划组织 2000 余户企业开展了 32 天的集中
检修工作，组织 2 万余家企业将白天用电
负荷转移至后半夜或周末，有效移峰错
峰。他表示，这些深挖负荷资源的有效措
施，在今冬还将联动推行。

“今年迎峰度冬，我们将动态储备 300
万千瓦以上移峰填谷资源和不少于 600 万
千瓦的需求响应资源，并适时启动空调负
荷调控、企业集中检修等前置措施。”王辉
东明确了今冬保供负荷管理的力度，也进
一步提示：“可以说，负荷管理的本质是工
商业‘让电于民’，我们在充实保民生用电
的调节资源的同时，也在探索更好运用市
场化、数智化手段，做精做细负荷管理。”

着眼于电网本身的举措也在发力。在
浙江，城中村、老旧小区等的配网改造、主
配网线路抗冰改造都在进行中：覆冰在线
监控系统、无人机除冰、除冰机器人等科技
手段已在山区地带布局上阵。

电力保供存在“复杂性”“系统性”，其
“长期性”问题也摆在面前。

“今年的峰值，可能就是明后年的常
态。”在王辉东看来，探索是无止境的。但
在眼下，尽全力应对好充满不确定性的今
冬，是迫在眉睫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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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31 日，由广州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指
导，南方电网数字电网集团有限公司和广
州市黄埔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中国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和南方电网人工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承办，广州市工业互联网发展研
究中心、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协办的人工智
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供需对接深度行（广州
站）活动在广州举办。

本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以及广东省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和未来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部署，加
快推进“人工智能+”行动，通过为人工智
能产业上下游企业搭建一个交流与合作的
平台，促进跨领域供需双方的深入对接、碰
撞火花，携手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
化，加速发展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
活动在推动人工智能与新型工业化的深度
融合及解决行业痛点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果，共吸引了来自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

等 150 多位嘉宾出席，共谋智能时代的工
业新篇章。

活动伊始，南方电网公司数字化部总
经理龙云向出席的工信部、省工信厅领导
致以诚挚感谢，并回顾了公司过去一段时
间在人工智能赋能成效。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日新月异，南方电网公司积极落实国
家政策，深化人工智能与电力业务的融合，
已在多个业务环节中广泛应用 AI 技术，持
续广泛深入地开展“AI+业务”赋能行动，

落地应用场景达 800余个。
在构建产业生态方面，南方电网公司

牵头组建电力行业人工智能联盟，广泛联
合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华为、百度、清华
大学等 51 家头部企业和高校，形成了完整
的产学研链条，共同推动电力人工智能技
术创新和应用建设；并连续六年举办 AI 应
用大赛，吸引了众多企业和学术团队参与。
同时，公司不断优化人工智能建设“赛马”
制，通过采用“分批建设、小步快跑”的策
略，加大对调用大、性能优的算力与框架提
供商的采购份额，提高对技术强、参与深的
算法开发者与模型提供商的采购力度。

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南方电网作为
行业内最早开展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基础设
施建设的央企，大力推动了华为、百度等国
产 AI 芯片与算法框架之间的交叉适配，实
现了异构算力的统一纳管，并进一步丰富
了算子库。这些技术突破不仅促进人工智
能技术更广泛的赋能电力行业场景，也带
动了我国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持续、健
康发展。

在服务行业应用方面，南方电网基于
“大瓦特”模型体系，布局自主算力、专业数
据集与行业大模型，自主研发了涵盖“算
力+平台+算法”的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创新

平台，提供全产业链解决方案，并向其他央
企输出。公司设立于南网数字集团的人工
智能基础设施运营中心，作为产业链核心，
通过创新平台提供算力、算法、数据交易等
服务，支持赛事、论坛、培训等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聚焦解决需
求方最迫切的问题，通过高校、供给方与需
求方的紧密合作，共同突破技术、运营等瓶
颈。活动设置了应用实践分享、需求方应
用场景发布、供给方专题报告及供需对接
圆桌对话等环节。在供需对接环节，华为、
中国电气装备集团、南网电动汽车公司以
及华北电力大学等单位的代表围绕信息行
业的赋能能力和电力行业的场景需求展开
了深入探讨。会上各位专家分享了人工智
能技术在支撑新型工业化应用实践中的落
地经验，并展示了最新的科技成果，为供需
双方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宝贵的契机。

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展示最新科技成
果的盛会，更是一个推动产学研用结合、加
强行业内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南方电
网公司将继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深耕细作，
携手各方合作伙伴，在电力工业领域共同
推进“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为构建更加
清洁、智能、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贡献南网
力量。 （高松川 彭雅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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