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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表示也背不了弃风弃光所有黑锅？

 无论是弃风还是弃光，现在还是过去，电网公司总是成为置疑的对象。

 前些天“‘十三五’电力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专家讨论会”上，风能协会秘书长秦海岩就直言：“那么多火电在那儿
等着吃饭，为什么弃风弃电，归根到底，调峰能力不是主要问题，调峰能力能解释10%的弃电，怎么解释30%、40%
，关键是不让谁发电谁就不能吃饭。”

 问题是这么简单吗?

 电网公司：不是说消纳就能消纳的

 会上，国家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总工程师现身说法，不是电网公司说消纳就能消纳的，调度也不是说能调出来
就可以调出来的。

 即使是零电价上网，也并不是能够完全消纳。他拿甘肃举例，甘肃有的风电场已经到零了，为什么还有弃风?这是
电力系统决定的，电力系统由发、输、用多环节组成，发电中必须要有一定的火电支撑。

 特高压直流输电外送不可控电源，需要配套大量火电特别是煤电。

 而现在电力系统状况是，调峰能力还远远不够，跟不上新能源发展的速度。不仅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得缓慢，火电本
身调峰效率和能力也满足不了调峰要求。

 以前，电力系统发电侧时是确定性的电源，现在电源侧增加了风能、太阳能，而且是大规模接入，这就要求必须有
配套电源以平抑其波动性。

 当风突然没了，风力发电下来，这时候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把火电调上去，一个是把用户拉闸断电。为了保障用户
可靠供电，必须得由火电往上调。

 当风突然来了，又不能要求用户用电，只有想办法把火电压下来。这就对火电的灵活性提出了要求。

 还是拿甘肃举例，甘肃风电最大电力达到了520万千瓦，最小25万千瓦，日内5分钟最大波动20%，15分钟25%，一
小时波动40%，这就要求火电必须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去补偿风电的波动。

 所以我们看到电力“十三五”规划中特别对系统调峰做出了指示，着重从电源侧优化结构，努力提高电源调峰能力
：

 第一是抽水蓄能，“十三五”期间建成1700万千瓦，同时在“十三五”期间开工建设6000万千瓦;

 第二是建设一部分调峰用的气电，规划中部署500万千瓦的调峰气电建设;

 三是加大了燃煤电站灵活性的改造力度，加大煤电调峰的能力。在“十三五”期间部署热电联产机组要改造1.33亿
千瓦，纯凝机组改造8600万千瓦，主要用于增加“三北”地区的调峰能力。

 风电、光伏波动性被夸大了?

 而在现场，秦海岩则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是在夸大风电和光伏波动性对灵活性的需求。

 在他看来，风电具有波动性，但是自从风电功率预测技术普及以后，80%-90%的情况下是可以预测的，所以风电不
能算是随机性电源。所谓因风电导致的调峰辅助服务，应该仅仅是预测误差部分的电力电量。所以，风电需要的调峰
辅助服务比想象中的要少很多。

 国网方裴哲义给出的回应是，秦海岩说的调峰概念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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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于现场两人唇枪舌剑、激烈交锋。作者已经分不清谁对谁错了：

 秦海岩的理解是：电力系统实际运行过程中，电力调度中心根据次日负荷预测曲线、各类电源和电网运行和检修状
况、电网和电源的运行约束等，制定次日各发电机组的开停机计划和出力曲线，以使电力电量在当日的每个时间段在
供需两侧保持实时平衡。但是由于影响电力系统运行的因素会出现预期之外的变化，比如突然的气温升高导致空调用
电量的增加，某台发电机组因故障意外停机，一个用电企业临时性的停工等，都会造成在日前已经形成的电力电量平
衡计划安排，在生产运行日内出现不平衡的问题，要为这些随时出现的临时不平衡进行调整，或者增加、或者减少某
些发电机组的出力，这就是调峰辅助服务。

 裴哲义则回：什么叫调峰的概念?系统没有灵活性怎么办?你说的是关灯、停机，是负荷日内的瞬时波动概念，属调
频范畴，不是调峰的概念。

 他举例道，东北去年最大峰谷差1429万千瓦，峰谷差率25%，由于当日风电反调峰，火电调峰达1600多万，调峰率3
0%。如此大的峰谷差，如果没有煤电调节，就无法平衡。虽然有预测，但是预测之后，第二天最低负荷、最高负荷
之间的峰谷差谁来平衡?

 秦海岩：两个概念。

 裴哲义：这就是灵活性。

 秦海岩：这不是灵活性，这叫可靠性，这叫发电容量的保证性，这叫可信率。这边负荷一千万，我得保证有一千万
的能力发电，这是能力的概念。电分成电力和电量，您刚才说的是电力的概念，500万千瓦必须有。东北火电现在富
富有余，怎么不能保证那500万千瓦，不是说现在风电100，火电只有300，加起来400，这边需求是有400，到时候这40
0都用的时候，我这100发生不了作用，不是这样的问题，是这边有600、700、800，为什么不能让这100先发电的问题
，这是两个问题，一个电力、一个电量。

 裴哲义：就是电力，才需要灵活性。

 秦海岩：现在讨论的不是电力能不能保证，讨论的是为什么造成这么大的弃风量，弃风量不是因为灵活性的问题。

 裴哲义：冬季供热期，大量火电机组转为供热方式运行，自身调节能力降低50%左右，不仅挤占新能源消纳空间，
而且减少系统调节能力(低谷时段最小技术出力抬高)。

 秦海岩：说到供热的问题，您比我清楚，电厂凭什么改成供热了，谁还说以热定电，调发的时候，以热定电，这里
的猫腻您比我清楚得多。

 裴哲义：你说的猫腻我不知道指什么。我要说的是电网运行涉及公共安全，第一要保证电网的安全，第二要按照政
府要求在保证电网安全的前提下，要顾及老百姓的供热问题。如果把供热机组停了，别说东北，我相信现在北京的温
度，哪片供不上热，老百姓马上会“闹事”。

 秦海岩：根本不是为了供热而发电。您刚才说的非常对，调度应该独立，成国家的公器，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裴哲义：风电都是按火电的标杆电价收购，电价与火电是一模一样的，在发风电和火电这个问题上，国家电网没有
利益，只有义务-尽力多大风电。

 你说的调度独立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今天会议讨论的内容。我想再强调一下，关于调峰的概念，什么叫
电网的峰谷差，什么叫调峰，什么叫系统灵活性，希望大家看一些专业的书籍，才好有基础谈为什么进行火电的灵活
性改造。

 如果现在系统有足够的灵活性，不需要火电更大的灵活性，有关部门干嘛要成立一个火电灵活性改造平台，能源局
为什么要推动进行灵活性改造。火电不进行灵活性改造，就这么发展下去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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