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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终于盼来“扩大峰谷价差”

 允许扩大峰谷电价差，利用峰谷电价机制促进储能产业发展，这个让储能小伙伴心心念念的政策如今终于得到国家
层面的积极回应。

 7月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明确支持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可在销
售电价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建立峰谷电价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扩大销售侧峰谷电价执行范围，合理确定并动态调
整峰谷时段，扩大高峰、低谷电价价差和浮动幅度，引导用户错峰用电。储能朋友圈一时充满“重大利好”的字眼。

 阶段性胜利之后，可以开始想想政策怎么落地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并不是原来一部分人想象的“政府一句话
就行”的事情。

 峰谷电价怎么调整？

 自1994年开始，峰谷电价在全国范围逐步推行，历史上峰谷电价调整并不频繁。根据此次发改委发布的文件，峰谷
电价的调整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决定。在受政策鼓舞之余，业内人士也感叹“让地方政府调电价不容易”。还有人担
心，拉大价差后，有些用户的电费可能会增加。

 根据相关学者研究，峰谷电价设计的基本原则应是平均电价水平不变。即用户不改变用电模式，电费支出也不会变
。如果用户减少高峰时段的用电量，或将部分高峰时段的用电量转移至低谷时段，则可以减少电费支出。峰谷时段的
划分应该结合平均负荷曲线计算。如果峰谷电价、尖峰电价设计得当，用户做出反应后，系统的负荷曲线必然会发生
变化，因此还应当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包括对时段和各段价格的调整。

 最近一次调整峰谷价差是何时？

 就在去年北方地区推进清洁供暖期间。

 2017年9月，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北方地区清洁供暖价格政策的意见》，以降低清洁供暖成本。对于“煤改电”地
区，政策要求完善峰谷分时价格制度。在销售侧，具体措施包括：对采暖用电部分，适当延长谷段时间（原则上不超
过 2 小时），优化峰、平、谷价格时段划分；在销售侧平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采暖季谷段用电电价下浮
比例。

 随后，北京、河北、宁夏出台了谷段输配电价减半的政策，河南、山东、宁夏等省明确降低谷段电价。

 峰谷电价差一定会扩大吗？

 有的情况下也可能是取消。

 2016年9月，甘肃省调整峰谷电价政策，对不适宜错峰运营的商业企业暂停峰谷分时电价，试点执行平段目录电价
。但商业用户也可自主选择执行峰谷分时电价。

 这一调整的政策依据是国务院2015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这份文
件提出：在实行峰谷电价的地区，对商业、仓储等不适宜错峰运营的服务行业，研究实行商业平均电价，由服务业企
业自行选择执行。

 根据甘肃省发改委披露的信息，此次调价旨在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切实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用电
成本，自2016年9月起，对不适宜错峰运营的商业企业暂停峰谷分时电价，试点执行平段目录电价，高峰电价每千瓦
时降低0.3711元，年降成本金额超过2亿元。

 由于服务业本身的特点，企业很难像制造业企业一样，根据用电成本自行调节生产时间。在目前的用户侧市场中，
商业企业如酒店、商场、写字楼等都是是储能企业的重要目标。这些企业可以借助储能将谷段电量转移到峰段使用，
以节约电费，同时又不必改变原有用电习惯。但如果商业企业不执行峰谷电价，套利空间就消失了。

 哪些省份最支持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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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由于工商业电价峰谷差较大，江苏省用户侧储能项目数量排全国第一。为了支持储能产业发展，国网江苏省
电力公司在2017年发布了《客户侧储能系统并网管理规定（试行）》，为用户侧储能接入电网创造条件。今年6月，
江苏省发改委发布《关于转发<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对储能项目简化项目审批
手续、加强规划统筹发展和分级分类协调管理。目前国网江苏电力公司正在镇江东部建设规模为101MW/202MWH储
能项目，以迎接今年夏季的用电高峰。

 山西：根据山西省能监办官网披露，山西省副省长王一新曾专门就省内储能产业发展做出批示。2017年，山西能源
监管办出台了《关于鼓励电储能参与山西省调峰调频辅助服务有关事项的通知》。目前，山西已运行3家储能火电联
合调频试点项目，并研究确定了2家独立式储能、9家储能火电联合式调频调峰试点项目。

 北京：北京也是国内谷峰电价差较高的省份之一。根据北京市发改委出台的《北京市2018 年能源工作要点》，北
京今年要研究制定实施促进储能系统应用实施意见，鼓励推广储热、储冷、储电等分布式储能应用。据eo记者了解，
北京市政府正在谋划为储能项目提供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支持。

 这三个省份会是最早扩大峰谷电价差的地区吗？

 居民峰谷电价执行情况如何？

 2013年年底，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在保持居民用电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全面推行居民用电峰谷电价，
鼓励居民用户参与电力移峰填谷。

 居民执行峰谷电价采取自愿原则，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方式。在多数省份，不选择执行的用户仍按原方式计价，选
择执行的用户则要以年度为周期，一年内不能调整。居民用电峰谷电价差远小于工商业用电峰谷差，普遍在0.2-0.3元
之间。

 以下为山东省目前居民峰谷电价水平，非采暖季峰谷差为0.2元，采暖季为0.23元。

 由于电价水平较低，居民峰谷电价应用并不广泛。山东省物价局价格管理一处处长韩晓林曾对当地媒体表示,在201
6年全省执行峰谷分时电价的用户中,居民用户连零头都没有。

 在海外市场，比如澳大利亚，由于居民电价水平高，且部分地区峰谷电价差极大，户用储能产品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但中国目前的峰谷电价差较低，户用储能暂无进入空间。（本文作者为eo记者陈仪方，欢迎添加微信号125841428
交流，请注明供职机构及姓名。）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26173.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2 / 2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26173.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