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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鼓励储能设施建设 最高补贴4元/千瓦时

 近日，浙江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2020年度电力需求响应工作的通知》，鼓励储能设施等负荷量大的用户和负荷集
成商参与电力需求响应，实现电力削峰填谷，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进一步加快源网荷储友好互动系统建设。

 补贴标准：削峰日前需求响应按照单次响应的出清价格、有效响应电量进行补贴，出清价格设置4元/千瓦时价格上
限；填谷日前需求响应执行1.2元/千瓦时年度固定补贴单价；实时需求响应执行4元/千瓦时年度固定补贴单价。

 政策原文如下：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电力需求响应工作的通知

浙发改能源〔2020〕221号

 各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省电力公司：

 根据《关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新形势下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规〔2017〕1690号）
和《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2017修订版）要求，为增强电网应急调节能力，引导用户优化用电负荷，缓解电力供需
矛盾，保障电力迎峰度夏顺利进行，2020年度电力需求响应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以电力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为契机，充分发挥互联网+、智能客户端、储能等先进技术手段，组织实施“百万用户
、百万千瓦”专项行动，广泛发动各类用户参与电力需求响应，实现电力削峰填谷，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进一步加
快源网荷储友好互动系统建设。2020年实现全省精准削峰负荷响应能力达到400万千瓦，负荷侧调峰能力达到统调最
高用电负荷的5%左右。引入市场化竞价机制，探索需求响应资源参与电力市场辅助服务交易，完善技术标准体系和
聚合平台建设，初步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电力需求侧管理模式。

 二、总体方案

 根据今年迎峰度夏全省电力供需平衡趋紧的形势，为充分保障用电低谷清洁能源消纳，今年全省安排400万千瓦削
峰需求响应负荷和150万千瓦填谷需求响应负荷。各市负荷分解情况详见附件1。

 （一）用户申请条件

 1。具备完善的负荷管理终端及用户侧开关设备，相关数据接入供电公司的负荷管理系统，且运行状态良好；

 2。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能源管理水平和用能效率较高；

 3。鼓励具备智能控制系统的中央空调、储能设施等负荷量大的用户和负荷集成商参与；

 4。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

 （二）响应分类

 1。日前需求响应

 （1）削峰日前需求响应

 供电公司提前一天向签约用户发出响应邀约，用户须于发出邀约后2小时内反馈响应容量、响应价格等竞价信息；
供电公司根据用户反馈信息，按照边际出清方式确定本次补贴单价和用户中标容量（报价不大于边际补贴单价的用户
均全容量中标），并根据用户实际响应情况发放响应补贴。

 （2）填谷日前需求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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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电公司提前一天向签约用户发出响应邀约，用户须于发出邀约后2小时内反馈响应容量；供电公司根据用户申报
容量占全省总申报容量比例确定单户中标容量，所有用户统一执行年度固定补贴单价，并根据其实际响应情况发放响
应补贴。

 2。实时需求响应

 实施削峰实时需求响应时，供电公司通过负荷管理系统按照和用户事先协议的约定对用户负荷进行调节，所有用户
统一执行年度固定补贴单价，根据其实际响应情况发放响应补贴。

 （三）用户响应能力、启动条件、响应时段等延续2019年规定执行。

 三、效果评估

 （一）基线计算

 削峰需求响应原则上选取响应邀约日的前5个正常工作日（邀约日为工作日），或前一周的对应休息日（邀约日为
休息日）作为参考日；填谷需求响应原则上选取未参与需求响应的历史同期作为参考日。将上述参考日对应响应时段
的平均负荷曲线作为基线。负荷集成商的基线为其所集成用户的基线叠加。

 （二）评估标准

 实施削峰需求响应时，用户在响应时段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认定为有效响应：一是最大负荷小于基线最大负荷
，二是平均负荷小于基线平均负荷，且其差值处于需求响应负荷的80%—120%之间，若超过120%，则按照120%封顶
计算。根据响应负荷曲线测算有效响应电量进行补贴。

 实施填谷需求响应时，用户在响应时段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认定为有效响应：一是最小负荷大于基线最小负荷
，二是平均负荷大于基线平均负荷，且其差值处于需求响应负荷的80%—120%之间，若超过120%，则按照120%封顶
计算。根据响应负荷曲线测算有效响应电量进行补贴。

 四、补贴计算和核发

 （一）补贴标准

 （1）削峰日前需求响应按照单次响应的出清价格、有效响应电量进行补贴，出清价格设置4元/千瓦时价格上限。

 （2）填谷日前需求响应执行1.2元/千瓦时年度固定补贴单价。

 （3）实时需求响应执行4元/千瓦时年度固定补贴单价。

 （二）补贴资金来源

 2020年度电力需求响应补贴资金来源于2019年跨区域省间富余可再生能源电力现货交易购电差价盈余部分。

 （三）响应结果公示

 响应结果公示以季度为周期开展。每季首月（1、4、7、10月）3日前，由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通过官方网站对
上一季度响应效果评估和补贴金额进行公示，公示期1周。

 （四）补贴审核、发放

 补贴资金按照公开、透明原则安排使用，经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审核后，由省电力公司按季度通过电费退补的
方式进行发放。

 五、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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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充分调动需求响应资源

 扩展需求响应主体，突破工业用户作为单一主体参与模式，进一步汇集储能设施、充电桩、商业楼宇、居民家庭等
多种负荷类型，积极试点负荷集成商代理方式，实现小散用户高效聚合资源。在水泥、铸造、黑色金属、制药等行业
开展实时响应可行性研究及试点。研究电信运营商、大型数据中心等新型用户需求响应可行性方案。

 （二）积极探索市场化需求响应机制

 探索市场化竞价模式，试点实行用户日前竞价、市场统一出清的响应模式，有效控制补贴成本，提高用户参与积极
性。开展需求响应资源参与电力市场业务研究，推动参与备用、调峰等辅助服务市场，探索需求响应资源市场准入、
业务流程、效果评估等核心要素纳入我省电力市场建设运营细则。

 （三）不断加快需求响应数字化转型

 建设省级电力需求响应平台，对接电力业务系统、负荷集成商系统等，支持虚拟电厂、中低压用户等多种主体参与
。实施响应全流程管理和线上办理。深化需求响应大数据分析，在响应潜力挖掘、响应行为分析、行业用电趋势预测
等领域深化大数据应用，为政策制定、发展规划等提供支撑，科学指导需求响应工作。

 （四）逐步建立省级需求响应标准体系

 发布需求响应标准建设计划，重点开展响应电量测量验证、负荷集成商响应技术、空调系统终端技术标准研究，逐
步形成省级需求响应标准体系。充分应用标准成果，高质量开展需求响应平台功能开发、应用终端接入、通讯信息交
互等的标准化建设，不断推动我省需求响应工作标准化和规范化。

 （五）有序开展试点示范项目建设

 实施工业领域需求响应能力建设，在水泥、铸造等行业建设100个工业需求响应典型示范项目，形成45万千瓦工业
实时响应负荷。开展楼宇空调需求响应能力建设，重点在在电网瓶颈区域开展，完成100幢楼宇设备改造和数据接入
，形成15万千瓦空调实时响应负荷。推进负荷集成需求响应试点，以负荷集成商为实施主体，汇集充电桩、储能、小
微企业等负荷参与电网削峰填谷，2020年完成2个试点项目建设。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591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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