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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新能源消纳比重、推动降碳

进程，河南省近期发布重磅政策，欲通

过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模式，打破电网

旧有格局，为电力体制改革做出积极尝

试。目标是，推动‘源随荷动’的传统

供电模式，向源、网、荷、储各环节协

同一体化模式转变，提高新能源消纳能

力，逐步探索构建离网型微电网，形成

稳定的就地绿电供应。

据了解，河南省发改委于 5 月 29

日正式下发了本省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

实施细则的三份文件， 涉及三大类：

工业企业、增量配电网类和农村地区。

“源网荷储一体化”是指在电力系

统中将电源、电网、负荷和储能形成一

个协同工作的系统，旨在提高电力系统

的灵活性、可靠性和持续性，以更多地

应用新能源电力，也是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必要路径之一。

源网荷储一体化模式下，绿色电力

可以实现直供，即新能源不与大电网连

接、直接接入试点项目，省去了给大电

网的过网费。例如，河南一个连接 110

千伏变电站的工商业用户，需要支付

0.121 元 / 度的过网费，以河南省目前

工商业平均到户电价约 0.8 元 / 度的标

准计算，就可以节省电费约 15%——

这意味着一家年用电量 5 亿度的企业，

一年可以节省电费支出约 6000 万元。

河南省之所以积极探索新的供电模

式，与其能源结构现状有关。河南煤炭

消费占比较高，其比例高出全国平均值

约 7 个百分点，非化石消费占比则比

全国平均值低 2 个百分点。在“双碳”

背景下，河南能源发展面临挑战，突出

的问题就是能源消费结构不够“绿色”，

低碳转型任务艰巨。

河南省发改委表示，为应对这一挑

战，出路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但现有

电力系统难以满足大规模接入新能源的

要求，并网难、消纳难问题日益凸显。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通过源网荷

储一体化的方式，将新能源发电的不连

续性和用电负荷的稳定性要求匹配起

来，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

“这三份实施细则的发布，意味着

从省级政府层面鼓励和支持源网荷储一

体化模式在河南落地。”一名电力行业

资深人士对此分析称，该模式的意义在

于直接打破传统大电网的单一供电格

局。对工业企业来说可以拥有风、光等

绿色自备电厂；对于增量配电网企业或

者农村电网来说，可以形成自主拥有绿

河南力推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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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电源的配电网，成为电力领域的多元

市场主体。

河南省发改委对上述实施细则落地

非常重视，截至 5 月 31 日，全省各地

首批试点项目申报已完成，正在等待后

续批复实施。

河南力推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是

地方探索电力体制改革的有益尝试。上

述资深人士补充说，此类试点可以达到

“一举多得”的目的，一方面促进新能

源的本地消纳；另一方面促进局域配电

网的投资建设，引入多元化主体，进而

形成对标，激励电网企业提供更优质的

投资与服务。此外，试点还会有一个较

为显性的结果，即试点区域内的电价或

将得到明显下降，这在全国经济增速放

缓的背景下，对提振地方经济会有积极

作用。

新能源消纳形势严峻

河南是煤炭消费大省。2023 年，

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约 2.45 亿吨标煤，

居全国第八，中部六省第一。提高可再

生能源的消纳比例一直是河南省实现减

碳降耗的内在诉求。

然而，大规模建设新能源的过程中，

消纳却变成了难题。在 2023 年 4 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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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发改委等八部门发布的《河南省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中，便提到了省内新能源消纳的严峻形

势，称河南是重要的能源输入区域和电

力受端，可再生能源发展依赖本地就地

消纳，不具备外地市场消纳条件。自

2020 年首次出现弃风弃光现象以来，

消纳形势日趋严峻。

2023 年这一形势愈演愈烈。当年，

河南省新能源装机量迅猛增长，但新能

源消纳比例不升反降。河南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 年

底，全省风、光、水电装机总量达到

6444.18 万千瓦，占比达到 46.5%，

其中风、光占比超过九成；但新能源的

发电量为 520.3 亿千万时，仅占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 16.4%，同比

还下降了 5%。

这组数据展现了河南省可再生能源

装机的狂飙突进，以及随之而来的更严

重的消纳难题。河南省的可再生能源装

机量已提前 2 年超额完成“十四五”

规划目标，但发电量却仅为预期的一半。

“十四五”规划设定的目标是，2025

年，省内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目标为

5500 万千瓦以上，占全省发电总装机

的 40% 左右；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达

到 1000 亿千瓦时左右。

2023 年，河南新能源装机量的重

头是分布式光伏，尤其户用光伏装机

量猛增。当年省内新增光伏装机 13.99

吉瓦（1 吉瓦 =100 万千瓦 )，在全国

各省中排名第六，其中分布式光伏新增

装机量和户用光伏新增装机量均列全国

第一，增速分别高达 85% 和 81.1%。

2023 年 10 月，河南省发改委发

布《关于促进分布式光伏发电行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通知》，提出省内黄色、

红色区域为分布式光伏只有少量或已经

没有消纳空间，而具有较好消纳条件的

绿色区域在全省已经非常少，而且是零

星散布在红、黄区域之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2023 年

河南省经济增速不及预期，当年全省

GDP 增速为 4.1%，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1.1 个百分点，全社会电力消纳能力

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河南省发改委表示，在消纳新能源

方面， 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可以做多

方面的尝试，例如，河南是农业大省，

农村源网荷储一体化，可将农村分散的

资源和用户整合起来，使两者相匹配，

把依靠大电网“自上而下”供应电力的

传统方式，改变为自发自用为主、大电

网兜底保障的模式，推动农村从单一能

源消费者向能源产消者转型，从一户一

厂一村用电自我平衡，逐步扩大到一乡

一县能源自主保障，推动能源从“远方

来”到“身边取” 。

此外，中国现行的电价交叉补贴主

要是工业补贴农业和居民。河南农村用

电占比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3

年城乡居民和农业生产用电量 966 亿

千瓦时，占全省用电量的 23.6%，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7.6 个百分点，工商业

承担的交叉补贴负担长期偏重。推进源

网荷储一体化可以提高农村用电自发自

用的比例，减少交叉补贴。与此同时，

在工业企业中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鼓

励企业多用自发绿电，可以最大程度消

纳绿电，不需要支付从大电网买电时的

过网费，直接降低企业用能成本。

河南政策亮点

针对工业企业的源网荷储一体化试

点， 此次实施细则规定，企业可以利

用厂区内外的新能源资源，建设分布式

光伏和分散式风电；其中，厂区外的新

能源资源限定在 20 公里以内。对分布

式光伏的建设没有限制，风电要求是装

机 5 万千瓦以下的分散式风电。在配

电网建设方面，企业可以建自己内部的

配电网，但不可向大电网反送电。也可

新建绿电专用变电站和专用线路，实际

上形成了一个企业自身的智能微电网。

针对增量配电网的此类试点，上述

文件指出，增量配电网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电源点不足。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试

点与增量配电网项目融合，关键是要解

决这一问题。文件明确了增量配电网源

网荷储一体化试点可以接入的电源种

类，包括风电光伏、余热余气余压、生

物质发电，总装机 5 万千瓦及以下的

小水电站等。在电源的接入方面，既可

以是区域内的电源，也可以是区域外

20 公里范围内的清洁能源。并要求增

量配电网配备不低于新能源规模 15%

的集中式独立储能，且不能向大电网反

向送电。

在农村区域的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

中，特别提及村集体开发企业可统筹本

行政村内资源建设分布式光伏、分散式

风电，逐步实现全村用电自我保障。所

发电量优先自发自用，剩余电量可以上

网，且满足自发自用比例不低于 50%

的要求。

此次河南省源网荷储试点政策，是

之前相关政策的延续。2023 年 12 月

30 日，河南省发改委印发《河南省优

化工业电价若干措施》，其中就包含开

展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示范，鼓励企业

和园区自建分布式光伏和分散式风电，

尽量就近高比例消纳可再生能源，增强

经济效益。并提出开展千企（园）绿电



30 FEATURE 专题

金属成形智造  2024.06

提速行动，选择 1000 家左右企业（园

区）开展试点。

多年来，中国电力体制改革一直通

过地方的试点、示范来积累经验，地方

改革的试点突破，是电力体制改革的重

要看点。

在源网荷储一体化政策方面， 中

央已经明确了改革的方向。2021 年

10 月 21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等 9 部委联合发布《“十四五”可

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其中首次提出在

工业园区、大型生产企业和大数据中心

等周边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新能源电力

专线供电，建设新能源自备电站，推动

绿色电力直接供应和对燃煤自备电厂

替代，建设一批绿色直供电示范工厂和

示范园区，开展发供用高比例新能源示

范，利用新能源直供电等技术实现新能

源电力消费占比达到 70% 以上。

随后，2022 年 5 月 14 日，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的《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支持工

业绿色微电网和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

建设，推进多能互补高效利用，开展新

能源电力直供电试点，提高终端用能的

新能源电力比重。

在中央顶层设计指导下，不少省份

出台了各自的源网荷储试点支持政策。

截至目前，已出台源网荷储一体化政策

及实施细则的省份除了河南省之外，还

有内蒙古、新疆、吉林、广西等多个省

份。这些试点项目能否为电改趟出一条

新的路径，各方拭目以待。

大电网担心“破窗效应”

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虽从两年多前

就有中央的明确政策， 但是各地尝试

都不顺利，最大的阻力来自大电网。

目前，中国有两大国有电网公司，

即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后者

供电面积涉及广东、广西、云南、贵

州、海南五省，除了这五省之外的其余

省份，则由国家电网公司负责供电。另

外，内蒙西部地区由地方电网公司——

蒙西电网负责供电。

“大电网不希望自己的收入变少。”

一名河南申报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的

项目负责人说， 这也是此类试点遇到

障碍的核心原因。

上述电力行业人士介绍， 目前全

国供电模式主要依赖大电网，电力调度

权也在大电网手中，大电网的反对使得

很多地方的源网荷储试点举步维艰。例

如，一个位于西部省份的增量配电网项

目，已经获得省级政府有关源网荷储一

体化试点的批复，即将接入一座 100

万千瓦光伏电站。但电站建成后，最终

电源接入方案未得到当地电网企业的

核准，而是要求这座光伏电站直接接大

电网。

大电网担心的就是这种‘破窗效应，

如果大家都做源网荷储和绿电直供，改

变的将是现有传统供电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