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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细则”考核罚款是悬在光伏企业头顶的达摩斯之剑

 光伏项目由于“弃光限电”造成收益损失已经被广泛认知。然而，由于功率预测不准确导致的高罚款，却被很多光
伏企业忽视。根据西北电监局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一年(2017年5月~2018年4月)，仅青海省的光伏电站就被罚款8500多
万元!

 可再生能源靠天吃饭，出力不稳定，一直是风电、光伏项目被诟病的重要因素;而另一方面，为了保障电网的安全
稳定运行，2006年国家电监会下发的《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电监市场〔2006〕43号)，各地的能源监
管部门对发电企业开展了“两个细则”的考核。

 一、“两个细则”简介

 “两个细则”指：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其中，并网运行管理细则;
为罚分部分，辅助服务管理细则;为奖分和分摊部分。

 并网运行管理细则在全网统一评价标准，按月度以省(区)为单位分别考核的原则下，从安全管理、运行管理、检修
管理、技术指导和管理等四大方面对发电站制订了详细严格的考核标准。该文件规定，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考核分值
折算为电费，全部用于辅助服务补偿。

 辅助服务管理细则规定，并网发电企业结算金额=1000×(∑有偿辅助服务补偿分数-∑并网运行管理考核分数)+分
摊费用，即每分对应金额为1000元钱。根据该文件，考核补偿结算金额按月统计、核对，在下月电费结算中兑现，月
结月清，过期不追溯。

 最早，“两个细则”主要考核火电、水电企业。然而，随着风电、光伏并网容量越来越大，也存在间歇性、不稳定
等特点，也逐渐被纳入统一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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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西北电网：光伏电站一年被罚8512.7万元

 最早对新能源项目开展“两个细则”考核的是新能源发展最早的西北电监局。

 2009年4月1日，西北电监局在全国率先实施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及并网运行考核试运行工作。2011年底，西北
电监局正式印发《西北区域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和《西北区域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根据西北电监局的公开资料显示，至少2013年5月份，部分光伏电站已经由于“两个细则”考核被罚款。

 2014年，西北电监局新修订的“两个细则”的适用范围是：

 本细则适用于西北电力系统内由省级及以上调度机构直调的发电厂(含并网自备发电厂)和由地调直调的风电、光伏
、装机容量50MW及以上的水电站。

 同时，光功率产品预测罚款上限将增加10倍，100MW光伏电站，每月罚款可达100万。仅以青海省为例，最近一年
，青海省纳入考核的风电、光伏电站被罚款分别高达2680.5万元和8512.7万元。各月被罚款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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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国各地陆续对光伏电站开展“两个细则”考核

 随着光伏电站向中东部省份转移，部分中东部省份的光伏装机量的飙升，“两个细则”考核也随着这一趋势蔓延至
这些地区。公开资料显示，除了西北五省之外，四川、冀北地区的考核也已经启动。同时，山东、浙江、江苏这些分
布式光伏占比较高的地区，随着分布式光伏占比的提高，纳入电网考核也将是大势所趋。

 南方电监局：新版“两个细则”将新能源纳入考核

 在南方电监局2017版的“两个细则”中，纳入考核范围的电站包括：

 省级及以上电力调度机构(含按省级电力调度机构管理的地市级电力调度机构)直接调度的发电厂，地市级电力调度
机构调度的容量为 30MW 及以上风力发电场、10kV 及以上并网的集中式光伏电站，容量为 2MW/0.5
小时及以上的电化学储能电站，自备电厂。

 南方电网下属的多个省份的风电项目已经被罚款。以广西省为例，2017年12月，共16个风电场被罚款1万~21万不等
。

 山西电监局：2016年71座风电场被考核

 2016年1~12月，山西共有71座风电场参与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考核。净收入风电场24座共532.61万元，主要是按
上网电费的比例分得考核返还费用多于分摊费用;净支出风电场47座共-4504.46万元。共发生考核费用11299.67万元，其
中考核费用最大的是动态无功补偿装置考核5649.83万元，占50%;AVC考核1710.20万元，占15.13%;风机脱网考核1449.1
0万元，占比12.82%。

 山东电监局：2018年光伏将纳入考核

 目前，山东省山东火电机组、风电机组已纳入。据国家能源局山东监管办公室有关领导透露，光伏电站，包括分布
式光伏电站，也将很快纳入“两个细则”的考核。

 四、如何避免被罚款

 准确的光功率预测，是避免被罚款的最主要手段。光功率预测系统，分别包括数据上报、短期预测、超短期预测、
可用发电功率四个方面，每月根据不同方面的表现进行记分和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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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西北能源局的“并网运行管理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光伏实际出力与短期96点预测值偏差应小于预测值的10
%;偏差在10%至20%之间，按积分电量1分/万千瓦时考核;偏差超过20%，按积分电量3分/万千瓦时考核。

 预测上传率应大于95%，每降低1%按全场容量X6分/万千瓦考核，最高扣分可达500分/月，最高罚款50万/月。

 短期预测，要求日预测曲线最大误差不超过15%，按偏差积分电量1分/万千瓦时考核。光伏出力因电网原因受控时
段，以可用功率代替实际功率进行计算。

 超短期预测，要求第2小时调和平均数准确率不小于75%，每减少1%按全场装机容量X0.5分/万千瓦考核。(光伏出力
因电网原因受控时段，以可用功率代替实际功率进行计算。)

 可用发电功率，每日相对误差应小于3%，降低15按全场装机容量X0.2分/万千瓦考核。上述三项不达标，每项最高
扣分100分/万千瓦/月，最高罚款10万元/万千瓦/月。

 光功率预测主要是基于太阳能辐照度的预报和光伏项目IV曲线进行模型仿真。其预测的准确度取决于项目所在地
的长期历史数据及短期气象观测数据。太阳能辐照度数据受到大气透明度、水汽含量、气溶胶、云量、云状、温度、
湿度等因素的影响。这其中，其他气象要素的变化相对较慢，而云量数据的随机性最大。因此，云量数据对超短期预
测影响最大。忽然飘来的一片云都会使电站发电量瞬间降低，下图为某电站多云天气的出力曲线。可见，多云天气时
很难实现光伏电站的超短期预测的高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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