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石嘴山：

首个共享储能电站

并网投运

日前，据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消息，宁夏回

族自治区石嘴山市首个共享储能电站———陶乐

第一储能电站日前并网投运。

陶乐第一储能电站由宁夏宁旭新能源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 规模为 20 万千瓦 /40 万千瓦

时，配套建设一座 110 千伏储能升压站，共设置

40 套液冷储能单元。 该项目投运后年调峰可达

200 次，年均充电量可达 8000 万千瓦时，电网调

峰与调频能力将显著提升。

随着宁夏新能源规模不断提升， 新能源消

纳形势日趋严峻。 新能源项目配套储能配置可

有效提高电网调峰能力， 为新能源继续开发利

用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 储能具有动态吸收能

量并适时释放的特点， 能够有效弥补风光发电

的间歇性、波动性，提高风光发电输入功率的可

控性，从而减少弃风弃光，增加新能源利用率。

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紧跟石嘴山市产业转

型示范市建设步伐， 全力做好储能项目并网投

运工作。 接到用户用电需求后， 该公司工作人

员会迅速赶赴现场勘查，制定供电答复方案，并

整合调动各方资源， 超前开展上门服务， 确保

“早送电、早用电、早投产、早见效”。

“我们紧跟企业建设进度，实行项目长责

任制，做到‘一企一策’，同时瞄准企业安全盲

点， 定期消除安全隐患， 帮助企业降低用电成

本。公司力争提升电力系统调峰备用容量，实现

清洁能源一体化配套发展， 在加快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中贡献力量。 ” 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 （王迎霞 叶晓荣）

四川红原安曲：

一期光伏项目

实现首批并网发电

日前，据中建二局消息，由该局承建的四川

红原安曲一期光伏项目首批 5.28 万千瓦实现并

网发电。 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

果，正式进入运营阶段，为工程后续全容量投运

打下坚实基础。

四川红原安曲一期光伏项目位于四川省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一期项目占地面积达

8000 亩， 设置 76 个光伏阵列区。 项目共计安装

45 万块单晶双面光伏组件，建设 1 座 220 千伏升

压站和 1 座总功率为 50 兆瓦的储能电站， 总装

机规模达 25 万千瓦， 对当地能源结构优化和供

电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因地处海拔 3500 米至 4010 米的川西高

原， 项目建设面临高海拔、 低气温、 季节性冻

土、 地质结构复杂等困难。 中建二局项目经理

肖利介绍， 为保障首批并网发电， 项目团队挂

图作战， 细化分解重大里程碑节点， 及时采取

纠偏措施， 设置 2 座高压氧舱。 项目高峰期投

入机械 67 台，作业人员达 900 余人，79 天完成

C 区 38 个方阵支架、16 个方阵组件安装施工，

64 天完成了升压站安装。

为加快施工进度， 项目还采用光伏铺装机

器人安装光伏组件。 单台机器人每小时可铺设

80 至 100 块光伏板， 作业速度是同等人工的 4

倍，大幅降低了运输损耗。 （何亮）

山东青岛：

海管出线次高压燃气

项目开工

日前， 青岛能源集团举行海管出线次高压

燃气项目开工仪式， 标志着青岛能源基础设施

建设迈入陆海统筹新阶段。

作为青岛“三横四纵”次高压管网的关键

闭环工程， 海管出线次高压燃气项目全长 5 公

里。 通过打通胶州湾海底气源与青岛市区燃气

管网的“最后一公里”，项目助力构建“陆海统

筹、多源互补”的能源输送体系。 项目投产后，

年输气量可达 2.9 亿立方米， 将全方位保障青

岛居民享受持续、稳定、安全的燃气供应。

海管出线次高压工程既是提升青岛城市

能级的“能量线”，又是守护民生福祉的“幸福

线”。 下一步，青岛能源集团将以工匠精神打造

优良工程， 为青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

色动能。 （宋迎迎 纪育朋）

国网江苏电科院专业人员在试验场地开展光伏组件局部发热故障模拟

诊断。 受访单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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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经济

《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出台

力促行业健康发展

日前，笔者走进江苏省徐州市双塘镇双井村

7

组，只见一排排光伏板整齐划一地列阵

于农家屋顶。 它们在春日暖阳轻抚下逐渐“苏醒”，将金色阳光转化为绿色电能。

作为江苏第一批农村分布式光伏整村开发试点村， 该村

7

组于

2024

年底开展整村光

伏建设，已有

56

户安装了分布式光伏，总容量

2.7

兆瓦。

双井村民屋顶闪闪发亮的光伏板，是近年来我国分布式光伏快速发展的缩影。但是，在

快速发展的同时，部分地区的分布式光伏建设也出现无序开发、建设质量良莠不齐、入网消

纳困难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今年

1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政府部门、电网公司、光伏企业、居民用户等各方责任。 新

规为“屋顶追光”保驾护航，促进分布式光伏又快又好发展。

找准行业痛点开“良方”

2013 年， 国家能源局出台了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

法》，“用户侧开发、就近消纳”成为

分布式光伏最显著特征。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 截至

2024 年底，我国分布式光伏累计装

机达 3.7 亿千瓦， 是 2013 年底的

121 倍，占全部光伏装机的 42%，发

电量占比超四成，成为能源转型的

重要力量。

在分布式光伏发展过程中也

出现了一些乱象。 一些光伏企业利

用居民自有屋顶或建筑表面，以居

民名义申请贷款、审批、备案，通过

收益分成等合作方式开发分布式

光伏项目。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一

些企业却和居民扯皮收益分成，暴

露出项目权责不清、收益分配不透

明等问题。

此次出台的《管理办法》，从分

类管理 、权责明晰 、生态优化等方

面入手，为解决行业痛点提供政策

“良方”。《管理办法》不仅覆盖了分

布式光伏发电的定义分类和项目

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管理要求，还

涵盖了行业主管部门、 投资主体、

电网企业等各方的职责要求，形成

一套横向到边 、 纵向到底的支持

性、规范性管理体系。

例如，《管理办法》提出，对于

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投资主体与自然人

签订的合同与协议应当责、 权、利

对等，不得转嫁不合理的责任与义

务，不得采用欺骗 、诱导等方式侵

害自然人合法权益。

同时，《管理办法》明确了“谁

投资、谁备案”的原则，规定非自然

人投资开发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不得以自然人名义备案，让

参与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居民吃了

一颗“定心丸”。

引导企业摆脱路径依赖

“新政策引导光伏企业更加注

重项目的质量和效益。 长期看，行

业会向着更加健康 、有序 、可持续

的方向发展。 ”长三角某新能源企

业负责人告诉笔者。

“以往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可

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或‘全额

上网’中任选其一。 ”国网江苏电科

院配电网技术中心副主任张宸宇

分析，《管理办法》打破了这一惯性

思维。 5 月 1 日后备案接入的大型

工商业项目，原则上需“全部自发

自用”， 仅允许在电力现货市场成

熟地区余电上网。

笔者了解到， 已有部分企业提

前嗅到了装机“狂飙 ”背后的路径

依赖危机，并作出应对。

去年 6 月，其他企业还在争抢

开发时，天合富家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合富家 ”）就开始

提前布局 ， 从单纯地卖设备建电

站，转向提供绿电服务。 2024 年 10

月，天合富家首次以聚合商身份参

与江苏工商业绿电交易，电量超 30

万千瓦时。

作为经济大省 ， 江苏光伏产

业链齐全。 2024 年以来，该省分布

式光伏月均增长近 150 万千瓦，增

速为全国第一，并持续保持高速增

长态势。《管理办法》出台后，如何

规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如何促进

分布式光伏发电量质提升成为新

课题。

目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

司已走访 20 多家光伏企业， 并与

各方探讨分布式光伏开发的新模

式。“调研后，我们试点新能源企业

投资、村委会协同、村民参与、电网

公司保障接入的多方合作户用分

布式光伏整村连片开发模式。 ”国

网江苏电力配网管理部主任张凌

浩认为，《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

分布式光伏开发流程，为光伏企业

发展提供了更公平、更广阔的市场

空间，同时也提高了光伏项目推进

效率，助力降低开发成本。

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

电网在分布式光伏接入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以往， 电网负责做好分布式光

伏的接入，但无权调控，在分布式

光伏装机量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容

易导致局部电网承载力不足、电压

越限等问题。

对此，《管理办法》提出，将分

布式光伏发电按照自然人户用、非

自然人户用、一般工商业和大型工

商业四种类型进行分类管理，明确

各自容量上限及并网模式，并要求

2025 年 5 月 1 日后备案接入的全

量分布式光伏， 须具备“可观、可

测、可调、可控”“四可”能力。

“这明确了分布式光伏也要承

担电网平衡及调节责任。 ”张宸宇

说，《管理办法》要求，在规划阶段，

分布式光伏项目要依据现有电网

承载力评估结果规划接入；在运行

阶段，项目要公平承担电网调度调

节责任，保障分布式光伏有序接入

及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管理办法》

将分布式光伏的供需平衡从被动

应对转为主动调控，为新技术攻关

指明了方向。

要引导分布式光伏友好接入

电网、实现高效消纳，科学评估分

布式光伏增长空间，量化配电网承

载边界尤为重要。

在电网接入政策方面 ，《管理

办法》 新增了电网承载力评估要

求，提出建立配电网可开放容量按

季度发布和预警机制，防止分布式

光伏无序接入、野蛮生长，引导分

布式光伏有序、安全接入及电网公

司精准投资。

为解决光伏资源摸排难、 接入

电网影响评估难等问题，国网江苏

电力提前谋划，去年 5 月建成了我

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资源开发配置

平台，实现江苏范围内屋顶分布式

光伏资源的精准定位、电网承载力

科学评估。 平台可通过分析区域光

伏承载力薄弱点，提出优化光伏接

入、促进就近消纳等建议。

张宸宇认为，《管理办法》提出

的“四可”要求，将助推实现新能源

消纳、电网安全与配电网高效利用

的良性循环。 随着更多分布式光伏

项目满足“四可”标准，其接入电网

的承载裕度和灵活调控空间将有

效扩大，调度部门可依托精准化调

节手段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保障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

（张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