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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环节

加强调峰能力建设，提高抽蓄、燃气等灵活调节电

源比例，推动煤电机组调峰能力改造，提高供热机

组调峰深度。

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十三五”期间新开工抽

水蓄能电站约 6000 万千瓦，2020 年底全国抽水

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 4000 万千瓦。

加快煤电机组调峰改造，加快推动北方地区热电机

组储热改造和纯凝机组灵活性改造试点示范及推广

应用，力争“十三五”末完成 4 亿千瓦火电机组

深度调峰改造。

用户环节

推进电能替代，用市场办法引导用户参与调峰调频、

主动响应新能源出力变化。

全面实施清洁取暖以电代煤，大力发展电动汽车，

力争“十三五”期间实现电能替代电量 5000 亿

千瓦时。加大力度推进新能源替代燃煤自备电厂电

量，实施新能源电蓄冷（蓄热）项目。

实施用户可中断负荷控制，鼓励用户积极参与需求

侧响应。

体制机制环节

着力打破省间壁垒，构建全国电力市场，建立有利

于新能源消纳的市场机制。

以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和各省电力交易中心为平台，

积极组织新能源跨省跨区交易，扩大新能源消纳范

围。

尽快完善市场规则、新能源交易机制、电价政策，

建立有利于促进清洁能源跨省跨区消纳的电价机制

和新能源消纳配额制度。

完善火电调峰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火电企业主动参

与调峰的积极性。

电网环节

加快跨省跨区通道建设，扩大新能源配置范围，统

筹发挥大电网配置及平衡能力。

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跨省跨区输电通道，优先安排

新能源外送，最大限度解决弃风弃光问题。

加强电力统一规划研究、优化布局，储备一批后续

外送通道项目。到 2020 年跨省跨区输电能力达

到 2.5 亿千瓦。

加快实施电网实时调度，开展跨地区跨流域的风光

水火联合运行，实现多种能源发电以及新能源出力

与用户响应的联合平衡。

加快虚拟同步发电机、微电网、储能、“互联网+”

智慧能源等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增强电网对新能

源大规模接入的适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