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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部地区峰谷电价差套利路子变宽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明确
指出，要完善峰谷电价形成机制，加大峰谷电价实施力度，建立峰谷电价动态调整机制，扩大高峰、低谷电价价差和
浮动幅度，利用峰谷电价差、辅助服务补偿等市场化机制促进储能发展。

 峰谷差拉大促进中东部储能发展

 一直以来，峰谷电价差套利是储能产业重要的商业模式之一，就储能所有商业模式来说，峰谷电价差套利是目前盈
利模式最清晰、运用得最成熟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在我国中东部省份应用较多，其中江苏尝试最早，装机规模最大
。

 一般来说，0.7元是储能峰谷价差套利的一个门槛，迈过这个门槛，储能就有盈利空间。但是目前国内峰谷价差能
达到这个数的省份仍然较少。

 目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共有北京、广东、海南、河北、河南、江苏、宁夏、

 陕西、山西、上海等16个省市执行峰谷电价政策。而其中仅有江苏、北京两地的峰谷电价差能超过0.7元，江苏工
业电价峰谷价差全国最高，最大可达0.89元（35千伏），北京工商业峰谷价差全国最高，最大可达1.14元（1~10千伏
）。除此之外，上海、广东、浙江等地的峰谷电价差也相对乐观。

 而此次《意见》从国家层面释放出将进一步加大峰谷电价政策执行力度的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一方面让地方结合自己的实际，扩大峰谷电价政策的执行范围；另一方面把确定和动态调整峰谷时段的权限也
下放给地方，允许地方自己拉大峰谷电价差。这对于中东部省份的储能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告诉中国电力报记者，目前我国总体峰谷电价差普遍偏低，在那些经济发
达、用电负荷高的省份，虽然当前峰谷电价差已经比较可观，但是差值还远远不够，可以进一步拉大到倍数差。此外
，他认为，峰谷电价政策还应该普及到居民用电范围，这对电力系统削峰填谷作用更明显。

 市场机制完善还需协调好各方利益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比例的不断提高，能够平抑新能源发电出力、促进新能源发电消纳、保障电网稳
定运行、减少电网基础建设投资的储能装置越来越被行业所认可，政府对储能产业的态度也是大力鼓励扶持。

 但是与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不同的是，政府对储能产业的鼓励方式更侧重于利用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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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激励，而非以直接发放补贴的形式。因此，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的完善，对储能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出台的政策中涉及储能的有很多，如《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完善电
力辅助服务补偿（市场）机制工作方案》等，这些政策的出台逐步完善了储能走向商业化所必需的市场机制和价格机
制，但是程度仍然远远不够。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理事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储能专委会主任委员陈海生表示：“现行的电力市场难以对储能
应用所实现的价值进行量化，储能在市场中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其作为商品的属性。因此，对于大多数的储能应用场景
来说，确立储能的参与身份是第一步，制定合理的价格补偿机制则更为重要。”以峰谷电价差套利模式为例，目前政
策提出的加大峰谷电价政策执行力度对储能确实有较大促进作用，但是对投入储能减少的容量电费计算目前政策还没
有提及。

 对此，国网冀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所长刘辉表示，储能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的完善，要充分考虑到各方
面的利益，是一个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如峰谷电价差拉大虽然对储能产业来说是利好，但是却损害了电网企业的利
益。

 在参与辅助服务领域也是如此，目前储能仍较少以独立身份参加电力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究其原因就在于独立储
能电站参与辅助服务市场对发电厂的利益存在一定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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