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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印发《关于开展“水风

光+”创新发展优秀实践案例征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

为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战略，加快规

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更好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开展“水风光+”创新发展优秀实践案例征集工作。

通知提出，推荐案例应以水电（含抽蓄）为基础，带动周

边风、光等新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及关联产业升级发展取得突

出成效，并在技术、体制、管理、业态、模式等一个或多个方面

具有较强创新性。推荐案例支撑项目应全部或部分建成投

产。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有关能源央企自愿组织案例申报

并严格审核把关，每个报送单位推荐案例原则不超过5个。

国家能源局征集“水风光+”
创 新 发 展 优 秀 实 践 案 例

本报讯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跨省跨区电力应急

调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起止时间为6月13日至7月12日。

《办法》分组织实施、价格机制和结算管理等五个章节、二

十六条内容。《办法》所称跨省跨区电力应急调度是指在非突

发故障异常等紧急情况下，电力运行中出现保安全、保供应需

求，在日前、日内阶段统筹全网资源进行优化互济的兜底调度

措施。当电力运行中存在安全风险、电力电量平衡缺口时，优

先通过跨省跨区电力中长期交易、现货交易等市场化手段配

置资源和形成价格。当市场化手段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时，电

力调度机构方可在日前、日内阶段组织实施应急调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跨省跨区电力
应急调度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本报讯 截至6月13日，新疆天山北麓戈壁能源基地首批

2台100万千瓦煤电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标

志着我国首个“沙戈荒”新能源外送基地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新疆天山北麓戈壁能源基地地处哈密三塘湖戈壁腹地，

是我国“十四五”重点建设的疆电外送特高压第三通道——

“疆电入渝”工程配套电源项目。该基地电源总规模 1420 万

千瓦，其中煤电 400 万千瓦、风电 700 万千瓦、光伏 300 万千

瓦、光热 20 万千瓦，配套建设 120 万千瓦/480 万千瓦时电化

学储能装置。基地项目以大型风电、光伏为基础，以当地电

煤就地转化的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煤电为支撑，实现统一规

划、统筹建设和运营。

我国首个“沙戈荒”新能源
外送基地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本报讯 日前，内蒙古达茂旗风光储一体化项目——“草

光互补”试点项目已完成总体进度的55%，预计将于今年9月

底实现并网发电。

该项目总装机容量 5 万千瓦，建成后将向达茂旗新型工

业园区提供绿色清洁电力。项目投运后，年利用小时数预计

可达 1700 小时，年发电量约 8500 万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 3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9 万吨。该项目位于查干哈达苏木巴

音赛汗嘎查与巴音敖包苏木巴音宝力格嘎查。在这片总面

积 1.14 万余亩的试点区域内，荒漠草原占比高达 99.99%，是

我国首个荒漠草原“草光互补”试点项目，规划“板上发电，板

下种草，草光互补，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图景。

我国首个荒漠草原“草光互补”
项 目 在 内 蒙 古 达 茂 旗 试 点

本报讯 据 6 月 17 日发布的数据，6 月 9 日，贵州电网新

能源装机容量突破3000万千瓦大关，达到3158万千瓦，占贵

州省总装机的39.5%，超过火电成为统调第一大装机电源。

今年上半年，贵州迎来新能源并网高峰，仅5月并网装机

容量就超 600 万千瓦，创下单月最高历史纪录。面对新能源

并网潮，贵州电网公司多措并举，保障新能源项目安全高效

有序并网。加大工作协调力度，深入新能源企业开展调研，

动态调整并网计划，组织并网调度协调会，推动网安审批、业

务开通、停电接入、并网启动等关键节点。加强并网调度服

务，构建“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专业审批、统一平台对外发

布”工作模式，组建新能源并网柔性团队，显著提升并网服务

效率，推进新能源“应并尽并，能并早并”。

装机占比 39.5%！
新能源成为贵州第一大电源

（本版信息除标注来源外由编辑整理）

本报讯 6月13日，我国在建海拔最高双曲拱坝电站、金

沙江上游川藏段装机规模最大水电站——华电金上叶巴滩

水电站首台4号机组转子成功吊装。

叶巴滩水电站地处四川甘孜州白玉县与西藏昌都市贡

觉县交界处的金沙江上游，所在地平均海拔 3000 米，是国家

“十四五”规划的重大工程，正在建设坝高217 米混凝土双曲

拱坝，总装机 224 万千瓦。本次吊装的首台 4 号机组转子外

圆直径 12.6 米，高度 3.2 米，起吊总重量为 1085 吨，是叶巴滩

水电站机电安装过程中重量最大的核心部件。

据悉，叶巴滩水电站计划于今年底实现首批机组投产发

电。电站全面建成投产后，多年平均发电量102.05亿千瓦时，

相当于每年可节约标煤 399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737 万

吨。所发清洁电能将通过大容量水光互补直流输电通道——

金上至湖北±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送往华中地区。

我国在建海拔最高双曲拱坝
电站首台机组转子成功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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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领土辽阔，地跨五个时区。虽然全国统一使

用东八区的北京时间，但各区域间存在一定的光照时

差。当北京的傍晚华灯初上，约 3000 公里外的新疆

依然阳光明媚。如今，这些光能发出的绿电正在跨省

跨区错峰点亮位于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的珍藏、国家大

剧院的灯光。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

系，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今年 4 月起，

北京、新疆等地多部门携手，利用两地至少两小时的

光照时差，开创跨省错峰绿电交易新模式，实现了

“新疆绿电午间发、北京负荷晚间用”的效果。

错峰绿电交易
新疆的阳光“点亮”北京的剧场

记者：我现在正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艺术

中心。这里是 2023 年底才对外开放的城市副中心

“三大建筑”之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多，中心

的几个剧场里正在上演着精彩演出，舞台在灯光映照

下，绚丽多彩。不过，大家知道吗？这背后需要巨大

电能的保障。国家大剧院艺术中心技术管理部部长

于枭告诉我，在这儿演出高峰时期两个小时就要耗费

4000 度电。但更让我意外的是，正在剧场里消耗的

这些电能全部来自约3000公里外的新疆的太阳光实

时发出的绿电！

国家大剧院艺术中心技术管理部部长于枭：台仓

下面达到 21.5 米，空间达到 28 米高，舞台的上升、推

拉、旋转都需要电量去支撑。舞台效果是灯光、音

响、机械运转等诸多方面整合起来的共同效果。每一

个灯的亮、喇叭的响、舞台机械的动，都需要大量电

量支撑。

北京艺术中心的能源供应主要来源于电力，月

均用电量介于 50 万千瓦时到 80 万千瓦时，从 2024

年 9 月起，北京艺术中心开始启用绿电，绿电使用率

可达 80%以上，有的月份甚至达到 100%。绿电使用

显著降低了艺术中心的碳排放强度。于枭说，北京

艺术中心的用电高峰时间集中于下午和晚上的演出

时段，保证这个时间段的绿电可靠供应十分关键。

今年 4 月，北京、新疆两地首次实现错峰绿电交易，

北京艺术中心及时参与交易，现在每天下午 4 点到 6

点的用电高峰期实现了绿电全覆盖。

于枭：现在绿电错峰时间是 4 点、5 点，我们作为

用户需要在平台上填出用电的相关信息就可以购买

相应的绿电。4月份、5月份、6月份一直到现在，我们

一直在使用新疆的绿电来照亮我们艺术中心的剧场。

多部门联动
开创错峰绿电交易新模式

什么是错峰绿电交易呢？相隔约 3000 公里，新

疆太阳光发出的绿电如何瞬间抵达北京服务用户？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北京电

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主任刘硕指着一张从西北

向华北地区送电的示意图告诉记者，下午五六点钟，

北京地区正在进入傍晚，负荷开始攀升，很多重要用

户开始增加用能。这时，新疆地区仍然有比较充足的

日照，新能源还有很强的发电能力。我们就可以通过

全国互联电网，把西北的富余新能源通过电网源源不

断送到北京地区。

刘硕说，他们的初衷很简单，北京与新疆有至少

两个小时的光照时差，北京傍晚后用电需求大，于

是，他们想到可以利用天然的光照时差特性，将新疆

午后光伏发电高峰与北京傍晚用电高峰精准衔接，推

动新疆富余电力能送尽送。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主任刘硕：促进

新能源消纳是我们组织交易考虑的一个重要目标。

今年上半年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大家一起商量说，

在晚上东部地区进入夜晚，而西部地区还处在光照比

较充足的特殊时段上，是具备条件实现富余新能源送

到负荷地区的，所以诞生了这次错峰交易的想法。

有了想法，该如何推动错峰绿电交易？记者注意

到，在这场交易中，涉及新疆地区的发电企业、北京

的用电企业和中间的交易机构、调度机构。其中，光

交易机构就有三个——负责跨省跨区电力交易的北

京电力交易中心，还有分别负责各自区内电力交易

的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和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怎样才

能让相隔数千公里的发用双方企业进行精准需求匹

配呢？

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处处长崔东君：最关键一

点就是在发电侧和用电侧实现精准的匹配。我们的

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北京本地用户的绿电交易需求，发

现北京本地傍晚高峰用电负荷能够和新疆下午光伏

发电出力较大的时段精准匹配。

发电侧是否有意愿供电是交易的第二步。截

至目前，新疆电源总装机突破 2 亿千瓦大关，新能

源占比超过 55%，绿电供应可谓十分充裕。新疆电

力交易中心交易部主任宋学强表示，他们在需求摸

排的同时，需要依据当地的绿电发送情况确定错峰

交易的时间。“首都 15 点—24 点需要购电，新疆 15

点电力富余，但送出通道紧张，18 点—24 点通道有

输送空间，可是新疆的太阳又落山了，外送能力也

弱了，我们能达成交易的时刻就是 16、17 点了。”

发用双方确有需求，接下来，就是如何将电力从千

里之外的新疆即发即送至北京。由于电网需要保证实

时动态平衡，因此错峰绿电需要一个保证电网平衡的

输送通道。刘硕介绍，错峰交易电力最终选择了从新

疆先经过西北地区的交流互联电网送至宁夏，再通过

宁夏到山东的直流工程落地山东，最后再通过华北地

区的交流互联电网送至北京。

刘硕：我们要去判断还有哪个通道具备输送电

力剩余的空间可以完成这笔交易。看送和受的两方

省份具不具备送出和受入的能力。新疆的电力供需

平衡关系里面有没有多余的供给能力能够把富余电

力送出来。对应在购电省份，有没有能力接收这么

多电力。

需求有了，输电通道找到了。接下来，交易双方

会在交易平台上申报自己愿意购买和出售的电量规

模和价格，平台会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在相关调度部门

安全校核下，自动化形成交易结果，并按照规则进行

交易及最终核算。

自4月以来，新疆送北京的错峰绿电交易已经开

展了4次，累计成交电量超2230万千瓦时。随着夏季

到来，新疆光照时间可延长至20点左右，相应错峰交

易也将延长至20点。

我国能源资源与负荷呈现逆向分布的特征，大

量可再生能源集中在西北部，而用能负荷集中在中

东部，这就要求能源资源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优

化配置。数据显示，近年来，北京外调绿电规模持

续扩大，2024 年进京绿电达到 350 亿千瓦时，预计

2025 年北京外调绿电规模将超过 400 亿千瓦时。

与普通绿电跨省跨区交易相比，跨省跨区错峰绿

电交易有哪些优势？为我国当前跨区域能源优化、统

一电力市场建设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

精准聚焦时段
更好助力新能源消纳

目前，新疆满足外送绿电的发电企业有 194 家，

装机规模 6253 万千瓦，理论年发绿电规模可以达到

1028 亿千瓦时，新疆的绿电供应非常充裕。但新疆

电力交易中心交易部主任宋学强也提到，目前新疆绿

电中光伏发电占比居多，发电高峰时段趋同，绿电外

送存在较大压力。

新疆电力交易中心交易部主任宋学强：目前，新

疆绿电中“绿光”居多，可参与绿电交易的新能源装

机中，光伏装机占比达 69%，光伏发电高峰集中在中

午，绿电外送能力也就集中在午间，与西北其他几省

（区）外送能力趋同，外送通道是有限的，所以大家都

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富余时段企业有能力发，但送不

出去。而且大家都是这个时段送出，东部负荷也不需

要这么多，交易更无法达成，消纳就存在问题。

记者了解到，原来的电力交易，买卖双方只关注

电能总量规模和价格。但随着我国新能源装机占比

的不断提高，电力系统运行呈现越来越显著的时段性

特征。比如，正午光伏大发，电力供应容易过剩；傍

晚负荷高企，光伏出力明显下降，电力供应又容易紧

张。对此，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主任刘硕

认为，电力市场交易机制需要主动适应新能源特性，

而错峰绿电交易就创新利用新疆光照时差按照时段

开展电力交易。

刘硕：我们在交易机制里边，将颗粒度细化到了

时段，不是按照一整天的总量在开展交易，而是对其

中的某时段的量来开展交易，就可以更好实现供需的

匹配。

国家能源集团新疆电力新能源公司作为绿电交

易的重要参与者，每年可提供清洁电力37亿千瓦时，

约 50%会通过“疆电外送”通道输送至华中、华东地

区。该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容建军表示，如何将

满足用户需求的电量发出来、卖出去是企业的最大期

望。此前受限于输电通道容量和跨省跨区交易机制，

新能源外省区消纳受限。而错峰交易精准聚焦时段，

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企业有规划进行发电和储能，从

“被动消纳”向“主动调节”转变。

国家能源集团新疆电力新能源公司党委委员、总

会计师容建军：首先，参与跨省跨区绿电交易可以提

高新疆新能源企业的发电量和消纳率，也可以产生极

具性价比的市场溢价。这种聚焦时段的交易，通过价

格信号可以引导我们进行发电时段优化，我们可以通

过“新能源+储能”实现更精准地削峰填谷，让发电更

好地去适应市场。

张晶予所在的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北京）

有限公司是一家英资企业。他告诉记者，企业年用电

量可达 1.8 亿千瓦时。自 2024 年开始规模化采购绿

电，当前绿电占比达 60%，未来希望提升到 80%以

上。今年4月开始，他们积极参与新疆送北京的错峰

绿电交易，一次性采购绿电达175.8万千瓦时。

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张晶

予：参与此次错峰绿电交易基本上把我们公司整个4

月份的电量都能覆盖，之前的采购相对批量较小，绿

电价格相对较高。而错峰绿电交易大批量、有计划，

新疆绿电的价格也相对稳定。

2021 年 9 月，我国正式启动绿电交易试点工作，

以市场化方式推动绿电使用和消纳。截至 2025 年 4

月底，全国跨省跨区绿电交易规模已达到500亿千瓦

时，有效促进了新能源在全国范围的优化配置，缓解

了部分地区新能源消纳压力。

虽然需要协调发用电企业等多个市场主体、多个

电力交易机构和不同区域的电网调度部门，但从错峰

绿电交易的想法诞生到今年4月第一笔交易的完成，

用时也只有短短几十天。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副司

长刘刚认为，这是因为我国跨省跨区绿电交易已经形

成了较为完备的市场体系，组织交易的条件已经具备，

错峰交易的思路理顺，交易的达成也就顺理成章。

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刘刚：跨省跨区绿

电交易机制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的重要有机组

成部分。对于企业来说，可以更好地满足自身绿色电

力消费需求，有利于提升企业绿电形象，增强市场竞

争力。此外，绿电跨省跨区交易在助力实现“双碳”

目标、推进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 是 一 场 跨 越 时 空、自 西 向 东 的 阳 光“ 接 力

赛”。北京与新疆携手创新“错峰绿电交易”，让西

部的丰沛光能精准“跑赢”两小时时差，化身为东部

夜幕下的清洁动能。这场改革既盘活了新疆“绿光”

资源，缓解了“有电难送”的消纳困境，也稳住了北

京峰时负荷，铺就低碳转型的现实路径。它以市场

之手，引导发电企业主动优化时段、拥抱储能。今年

内，新能源项目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

这意味着未来依靠大电网和大市场，新能源将在全

国范围内得到更优配置。相信随着夏日新疆光照延

长，这场“阳光接力”的舞台将更为广阔。

（来源：中国之声）

新疆的阳光点亮北京的灯光

北京与新疆携手创新“错峰绿电交易”，让西部丰沛的太阳能精准“跑赢”两小
时时差，化身东部夜幕下的清洁动能，实现“新疆绿电午间发、北京负荷晚间用”——

本报讯 6 月 16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5 月份国民

经济运行数据。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以下简称规

上工业）原煤、原油、天然气生产增速加快，电力生产

平稳增长。

原煤生产增速加快。5 月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

4.0 亿吨，同比增长 4.2%，增速比 4 月份加快 0.4 个百

分点；日均产量1301万吨。1—5月份，规上工业原煤

产量19.9亿吨，同比增长6.0%。

原油生产平稳增长。5 月份，规上工业原油产量

1847万吨，同比增长1.8%，增速比4月份加快0.3个百

分点；日均产量 59.6 万吨。1—5 月份，规上工业原油

产量9028万吨，同比增长1.3%。

原油加工降幅扩大。5 月份，规上工业加工原油

5911万吨，同比下降1.8%，降幅比4月份扩大0.4个百

分点；日均加工 190.7 万吨。1—5 月份，规上工业加

工原油29937万吨，同比增长0.3%。

天然气生产增速加快。5 月份，规上工业天然气

产量22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9.1%，增速比4月份加快

1.0 个百分点；日均产量 7.1 亿立方米。1—5 月份，规

上工业天然气产量109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6.0%。

规上工业电力生产平稳增长。5 月份，规上工

业发电量 737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5%，增速比 4 月

份放缓0.4个百分点；日均发电238.0亿千瓦时。1—5

月份，规上工业发电量 3726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3%，扣除天数原因，日均发电量同比增长 1.0%。

分品种看，5 月份，规上工业火电由降转增，水

电降幅扩大，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增速放缓。

其中，规上工业火电同比增长 1.2%，4 月份为下降

2.3%；规上工业水电下降 14.3%，降幅比 4 月份扩大

7.8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核电增长 6.7%，增速比 4 月

份放缓 5.7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风电增长 11.0%，增

速比 4 月份放缓 1.7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太阳能发

电增长 7.3%，增速比 4 月份放缓 9.4 个百分点。

原煤生产增速加快 规上工业火电由降转增

国家统计局公布 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

核心提示 国家能源集团新疆电力新能源公司作为绿电交易的重要参与者，每年可提供清洁电力37亿千瓦时，约50%通过

“疆电外送”通道输送至华中、华东地区。此前受限于输电通道容量和跨省跨区交易机制，新能源外省区消纳受限。如今，错峰交

易精准聚焦时段，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企业有规划进行发电和储能，从“被动消纳”向“主动调节”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