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发展的高技术平台
——访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秘书长、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助理 王益民

文 / 本刊记者  杨青

《国家电网》

作为张北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最

早的参与者，请您谈谈这项工程实

施的背景和现状。

王益民：

张北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是

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和国

家电网公司联合推出的“金太阳工

程”首个重点项目，是国家电网公

司建设坚强智能电网的首批重点工

程，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集

风电、光伏发电、储能及输电工程

四位一体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能源转型，势在必行。化石能

源过度消费带来的资源紧缺、环境

污染、气候变化三大挑战已引起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国家电网公司早

在 2009 年年初就开始启动这个项

目，是有远见卓识的战略举措，把

握了发展大势。

当时，新能源发展还处于初期，

价格高、投资大，核心技术和相关

标准欠缺。因此，我们在项目初期

还向国家能源局申请配套建设了新

能源检测中心，对新能源相关技术

和标准进行研究。目前，检测中心

已经发展为国家级实验室，在新能

源领域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在相

关领域的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制定

中也有很大的话语权，具有世界范

围内互认的检测、认证资质。新能

源与储能运行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前是除欧美发达国家外唯一具有

新能源相关检验资质的实验室，依

托技术优势和相关成果，也承担了

一些针对其他国家新能源相关技术

的培训和援助。

现在，以新能源与储能运行控

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为载体，张北国

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已经成为国际

上一个高端的新能源技术研究平台，

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慕名而来进行考

察和交流。

 

《国家电网》

张北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的意义

和亮点在哪里？

王益民：

示范工程把风、光、储、输集

中起来进行研究，是国家电网公司

的一个创举。选择在河北省张家口

市张北县建立示范工程，是因为当

地有着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

又和负荷中心有一定的距离。这里

离北京这一负荷中心的距离既便于

进行远距离输电的研究，也便于科

研人员工作和交流。

此外，风电和光伏发电具有波

动性、随机性、间歇性的特点，对

电网并不是很友好。我们将风、光、

储、输放在一起，也兼顾了风电和

光伏发电的特点，以及储能平滑出

力、调节功率的优点。清洁能源可

以集中开发，打捆输送。

经过示范工程的研究和运行实

践，为相关科研提供了支撑，发现

了风、光、储之间相互协调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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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配合运行的特点，形成了 7 种

运行模式：风、光、储、风 + 光、

风 + 储、储 + 光、风 + 光 + 储。通

过对这 7 种运行模式的比较分析，

提出了风、光、储三者合适的配比，

可以用来指导后续更大规模的新能

源基地建设。

 

《国家电网》

这样一项庞大的示范工程，涉及到

上下游很多产业，对整个行业发展

具有何种意义？

王益民：

示范工程对引领和带动相关装

备制造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国家电网公司在建设示范工程的过

程中虽然投资很大，但相对于整个

国家的产业带动作用而言是值得的。

很多相关技术和设备当时还处于开

发初期，很多制造企业单独来做研

发工作实力都有不足，国家电网公

司主动牵头承担了这项工作，并为

全行业提供了一个试验场。在示范

工程中也应用、检验了包括储能、

光伏、风力发电等设备制造厂家的

成套产品。

在实际运行中，我们都有完善

的跟踪模式，监测不同设备在不同

情况下的运行状态，并对这些设备

进行比较和分析。例如，通过对比

不同光伏设备的运行，会发现哪些

设备更适合应用在集中式大规模开

  张北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摄影 / 王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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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中，哪些设备最经济可靠、后期

维护量少等。这为一些企业开发相

关设备、建设光伏电站提供了很好

的参照。

可以说，示范工程推动了清洁

能源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实践，促进

了设备的升级，也为企业规模化开

发利用清洁能源找到了更加经济、

高效的方式和方法。

 

《国家电网》

中国工业大奖是中国工业领域的“奥

斯卡”。示范工程获得中国工业大奖，

您作为参与者、建设者、亲历者有

何感想？

王益民：

在得知获奖的这一刻，我感触

还是很深的，建设过程中的酸甜苦

辣仿佛一瞬间都涌上了心头。张北

气候条件不好，到了秋冬季节气温

低、风力大，项目的建设者和运行

者都克服了很多艰难困苦。做具体

工作的人员比我们更辛苦。示范项

目能获得工业领域的最高荣誉，是

对整个项目的肯定，也是对他们辛

苦、辛劳工作的充分肯定。

中国工业大奖对我们而言可以

说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还有更加

艰巨的路要走，特别是能源转型、

绿色发展，还有许多新的高峰需要

攀登。

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就是如

何把示范项目打造成更高水平的新

能源生产、使用、研究基地，解决

新能源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张家

口也是 2022 年冬奥会举办场地，我

们要努力为这一届冬奥会提供更多

的清洁能源，让它成为绿色奥运、

低碳奥运。

 

《国家电网》

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张北国

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以后也会承载

更多新任务，面临更多新难题。那

么您认为示范工程在构建全球能源

互联网中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王益民：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就是要

实现电网跨国、跨洲互联互通，意

味着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更大、输送

距离更远、协调控制更加复杂。

张北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能

够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构建提供一

个实验基地，更准确地说，是一个

缩小版的实验基地。因为这里有一

定比例的清洁能源，有适度距离的

能源输送，还有更多新技术的实验

和应用，能为大型清洁能源基地的

开发和清洁能源的远距离输送起到

样板和示范作用。

示范工程里有一些项目是用户

参与的，涉及“两个替代”，即能

源开发清洁替代，能源消费电能替

代。通过用户能效管理系统帮助用

户更加科学、节约、绿色用能，从

而改变用户的能源消费习惯，也给

传统设备或者模式带来了颠覆。这

也是一种创新创造。

 

《国家电网》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

催生了很多新的业态和模式，这对

工业领域或者说电力行业有什么样

的影响？

王益民：

说到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

广泛应用，我们又要回到全球能源

互联网的话题上来。全球能源互联

网是什么呢？是智能电网 + 特高压

电网 + 清洁能源。智能电网就是传

统电网 + 信息 + 互联网，涉及到电

动汽车、智能家居、智能园区管理、

能效管理、电能替代等。电能替代

所涉及的都是一些新型技术领域，

它带动了或者说推动了工业转型。

例如，电动汽车、充电桩、车联网

等的出现，催生了一个新的产业链。

我曾经用过摩拜单车，用起来

非常方便，可以说有很好的用户体

验，这对我们也很有借鉴意义。互

联网 + 经济催生了很多新的业态和

新的模式，像手机支付等。

电动汽车，我理解这是工业领

域中互联网 + 的体现。电动汽车已

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交通工具

了。在智能电网中，电动汽车也是

储能设备，不仅能从电网充电，还

能向电网送电，实现需求侧响应，

帮助电网削峰填谷。

很 多 在 我 们 生 活 当 中 的 新 变

化，正在渗透到工业领域中，因此

要主动融合、主动实践，否则很有

可能就会错失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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