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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治理电网策

华中分部始终致力打造绿色崛起的“华中路径”，提升发展“含绿

量”，营造“绿色”空间，共舞长江经济带。

提升发展“含绿量”
放大电网枢纽价值
国网华中分部 ：

文／宋宇芳   姜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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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洪湖市螺山镇袁家湾村与

湖南省临湘市江南镇鸭栏村，隔江相

望。巨龙长江，从两省之间蜿蜒而

过。

8月12日，1000千伏荆门至长沙

特高压工程跨越引江济汉运河施工顺

利完成，工程导地线展放全线贯通，

为工程顺利投运打下了坚实基础。该

工程建成后，鄂湘省间电力交换能力

将大幅增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2021年发布

的“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中就

提出，“十四五”期间，国家电网新

增的跨区输电通道将以输送清洁能源

为主。

      推动华中“双碳”工作落地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长江

滚滚东去，激荡出一幅壮阔画卷。

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个省市，

湖南、湖北、江西沿长江比邻而居，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华中分部为此中轴

三省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动能。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被提出之后，三省相继

提出自己的能源发展规划。

湖北省出台《湖北省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十四五”规划》，预期在

2025年，光伏发电装机和风电装机分

别达到2200万千瓦和1000万千瓦。

湖 南 省 印 发 的 《 湖 南 省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指

出，到2025年，全省光伏发电总装机

规模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风电达

1200万千瓦以上。

江西省印发《江西省“十四五”

能源发展规划》，在推动能源低碳转

型方面提到：多渠道、多方位拓展其

他跨区域输电通道向江西省输送清洁

电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布局天然气

发电项目，推动提升电力系统调峰能

力。到2035年，新能源加速替代化石

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实质性

成效。

“十四五”是华中地区能源电力

行业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作为

国家电网在华中区域的派驻机构，华

中分部结合网情省情实际，调动区域

内省公司、发电企业、地方政府等各

方力量团结治网，综合施策，推动碳

达峰、碳中和重点工作落地落实。

      探索地域特色电力交易机制
以绿色为底色，大江方能奔流不

息。

为助力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能源

清洁低碳转型，华中分部构建发电和

用电两侧共同发力、省间交易通畅无

阻、跨流域协同高效、电碳市场联动

的长江经济带清洁能源交易平台，为

长江经济带清洁能源高效利用提供制

度和机制保障，探索出一条具有华中

特色的电力交易绿色低碳路径。

构建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市场机

制。华中分部调动发用两侧积极性，

一方面积极推动河南、湖南、湖北相

继出台需求侧响应管理规则及办法，

另一方面开展抽蓄电站跨区调用，在

满足本网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需要的

情况下，将西北富余风电转换为华中

电网高峰电能，实现节能减排。

在华中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

中，省间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本湖北大畈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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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属于发电替代。通过富余可再生能

源对燃煤火电的替代，促进火电减发

减排，对在电网调度环节助力实现

“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5月15日，华中电力调峰

辅助服务市场正式运行，进一步充实

丰富了消纳河南新能源的调度“工具

箱”。湖北、湖南、江西共计20家市

场主体为河南提供了近1.6亿千瓦时

的调峰电量，最大调峰支援电力达到

240万千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6.46万

吨，减少碳排放4.35万吨，也为相关

参与市场主体带来了增量收益。

2021年8月，华中分部推动储能

装置、电动汽车充电桩、虚拟电厂及

负荷侧各类可调节资源在内的新型市

场主体，参与华中电力调峰辅助服务

市场。

创新跨区交易新机制，打破省间

交易壁垒。在科学研判华中“四交三

直”特高压通道投产后面临的市场形

势基础上，华中分部创建了跨省区电

力柔性交易新机制。“送端多省多能

送出、受端多省共享通道、全网统筹

平衡”，以特高压输电通道投产时序

为边界，研究送端资源组织、送电能

力和受端市场需求、发用电特性；协

调特高压通道送端资源，实现省间多

种能源打捆外送，提高特高压输电通

道送电稳定性；发挥区域电网资源优

化配置平台作用，统筹消纳跨区电

能，确保“落得下”；按照受端电网

消纳为主、扩大转送、增加通道交易

电量的原则，分阶段、分通道制定适

应华中资源禀赋、电能消费特点和电

网运行规律的电能消纳和交易组织优

化方案，提高特高压输电通道利用

率。

建立“重庆中转电量库”，促进

西南水电外送和消纳。华中分部利用

重庆与华中四省发用电特性差异、渝

鄂直流剩余输电能力转换时空关系，

建立“重庆中转电量库”，发挥四川

水电、三峡电能等渝鄂直流近区资源

的双向调节作用，帮助重庆削峰填

谷，同时完成西南水电穿越重庆电网

输送华中交易计划。

促进电力市场和碳市场协同发

展。回望2021年，7月16日无疑是湖

北的高光时刻，这一天，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开市，全国碳排放权注册

登记系统设在湖北。

发电企业作为首批控排行业进入

全国碳市场。碳市场与电力市场减排

目标一致、市场主体相同、市场价格

相互影响，两个市场具有相互交叉、

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耦合发展关

系，华中分部立足华中电网在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中的职责使命，开展电力

市场与碳市场协同发展的研究和推

演，分析对华中地区可再生能源消纳

量、跨区特高压通道利用率以及省间

电力交易价格等关键问题的影响，探

索和研究华中跨区跨省低碳电力交易

模式。

在电碳市场融合发展背景下，电

网企业电力数据在碳排放领域具有较

高的利用价值。华中分部通过调研重

点控排企业的能源消费数据及历史碳

排放数据，系统梳理不同类型能源数

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在此基础上，

分析电力消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

关联关系，预测区域碳排放数据，推

演碳排放的发展趋势，为区域碳达

峰、碳中和提供建议。

      助力跨区清洁能源消纳
江潮奔涌，风帆高悬。

基于国家电网中枢价值的大范围

能源资源配置，助力华中电网跨区清

洁能源消纳实现重大突破。

2022年上半年，华中分部提高

直流通道利用率，开展多品种电力交

易，消纳西北新能源和西南富余水

电；消纳区外清洁能源266.25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30.3%。全网清洁能源

发电量为172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0.8%，水电实现全额消纳，新能源利

用率达98.25%。

针对抽水蓄能大规模集中发展态

势，华中分部分别召开湖北、湖南、

江西网源协同发展座谈会，与省级能

源主管部门、抽蓄投资主体、设计咨

询单位深入交流，推动建立区域抽蓄

规划发展协作机制，引导抽蓄科学有

序发展。

在国家电网战略目标华中分部落

地实施方案中，关于清洁能源有这样

的前景描述：挖掘清洁能源消纳市场

空间，提高清洁能源送电总量，开展

多源多网资源优势互补模式研究，协

调推进西南水电、西北风光互补打捆

输送华中交易新方式。扩大抽蓄电站

与新能源跨区交易。持续扩大电动汽

车充电网络、长江岸电全流域绿色交

易范围和规模。

预计到2025年，华中区内清洁能

源利用率达到98.5%以上，区外清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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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消纳规模较“十三五”末翻一番。华

中四省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持续提

高并达到考核要求。到2035年，华中

地区省间交易电量清洁能源占比、能源

消费清洁化率达到50%以上。

对未来电网发展的研究工作，华

中分部也在不断深入，其积极服务国

家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大型风光基

地开发，开展全国电网发展格局华中

电网稳定特性、直流受入能力等专题

研究，为中长期新增更多跨区直流落

点创造条件。

华中分部始终致力打造绿色崛起

的“华中路径”，提升发展“含绿

量”，营造“绿色”空间，共舞长江

经济带。

河南灵宝换流站。（陈豪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