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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瞄准关键环节，稳步推动储能项目落地

 2024年1月8日，永康市发展和改革局印发《 永康市新能源发展规划（2023-2025）》，其中提到：

 重点任务

 （二）瞄准关键环节，稳步推动储能项目落地

 推进新型储能项目规模化开发。摸排全市重点用能单位负荷及储能需求，重点分析永康经济开发区和农业装备高新
区两大产业平台的用能情况，在安全可靠前提下，推动工商业企业和产业园区配置用户侧新型储能，引导用户侧储能
灵活发展。到2025年，推动150余家企业制定工商业用户侧储能方案设计，用户侧储能规模超过100MW/200MWh。鼓
励新能源电站配置电源侧储能，到2025年电源侧储能达到5MW/10MWh。推动电网侧储能合理配置，根据永康市电网
建设现状及规划，在大规模新能源汇集、分布式光伏集中开发、调峰调频困难和电压支撑能力不足的电网枢纽站点及
关键节点区域，科学配置新型储能。积极推动不间断电源、充换电设施等用户侧分散式储能设施建设，结合永康市新
能源汽车推广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出台鼓励支持政策，探索推进电动汽车双向互动智能充放电技术应用，提升
用户灵活调节能力和智能高效用电水平。

 推动抽水蓄能电站前期工作。有序做好抽水蓄能电站规划开发工作，在全市范围滚动开展抽水蓄能站点资源普查和
项目储备工作，综合考虑重大制约因素、建设必要性、工程建设条件、合理容量规模、合理项目布局等因素，精选谋
划若干地形条件、工程地质、水文泥沙等建设条件优越且关键经济指标合理的抽水蓄能站点开展前期研究。加快推进
花街镇大寒山区块抽水蓄能项目前期工作，做好站址保护工作，争取十四五纳入上级规划。

 专栏3-3花街镇大寒山区块抽水蓄能项目

 一、站址概况

 花街站址位于金华市永康市西北部花街镇，距永康市区直线距离约21km，距金华市、杭州市、温州市直线距离分
别约30km、135km、138km。经初步调查，花街站址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暂未发现其他环境制约因素。从水能参数
看，花街站址平均毛水头470m，距高比6.5，相对适中，但上水库成库条件欠佳，天然地形条件下大坝坝高较高(约为
132m)。

 二、站址前期工作下一步安排

 1、根据站址附近区域最新版本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等矢量数据，进一步复核排查花街站址环
境敏感因素；

 2、抢抓政策机遇，紧盯国家抽水蓄能“十四五”规划中期调整的机遇，积极对接省能源局，争取站址纳入上级规
划；

 3、成立由发改、资规、环保、属地主管部门等单位组成的专班，加强协调，合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

 支持储能核心技术攻关和人才培育。依托“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发挥永康市电池产业链优势，与《浙江永
康先进电池产业现状及发展规划》做好衔接，持续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中国能建、国家电投等能源央企的合
作，推进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压缩空气、储氢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储能装备和集成优化设计研究，积极跟
踪研发储备液态金属电池、固态锂离子电池、金属空气电池等新一代高能量密度储能技术。加强储能创新人才培育，
通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重点研发计划，培育一批专业型、实用型、复合型储能专业人才。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产
业联盟和龙头骨干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及人才培育新机制，为储能技术研发和项目开发建设
提供高端人才保障。

 创新储能项目建设运营模式。开展新型储能多元化应用，结合不同形式能源需求，推动长时间电储能、氢储能、热
（冷）储能等新型储能项目建设，做大储能应用市场。推广共享储能模式，鼓励新能源电站以自建、租用或购买等市
场化方式配置储能，发挥储能“一站多用”的共享作用。支持各类主体开展共享储能、云储能等创新商业模式的应用
示范，通过开展项目合作、股权合作、技术合作、签订战略协议等方式，合作开发大型独立储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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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创新推进举措，完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推进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根据浙江省和金华市统一部署，贯彻落实持续《永康市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网点规划（
2023-2025年）》。成立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专班，统筹协调推进全市新能源汽车下乡相关工作。优选建设运营主
体，鼓励市国有企业、充电设施民营企业等各类主体参与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充分利用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资金，重点保障乡村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适时出台永康市配套财政补贴政策，给予充电基础设施场址租
金、建设成本、运营成本补贴。全面推动乡村配网规划与农村充电设施规划衔接，适度超前预留高压、大功率充电容
量，满足乡村公共和私人充电设施建设需求，合理保障充电设施及配套电网、廊道空间资源建设用地。至2025年，永
康市累计建成公共充电站190座，充电桩1098个（充电枪1640个）。其中城市地区公共充电枪1146个，乡村地区公共充
电枪494个。

 专栏3-4永康市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建设

 一、城市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规划

 城市地区充电设施主要依托公共停车场和加油站开展布局，充电桩辐射半径约30公里，综合考虑停车场周边交通流
量、出入通道条件、场地大小、电气接线等因素，规划新建充电站43座，充电桩342个（充电枪568个），其中直流充
电枪469个，交流充电枪99个；根据环卫作业车辆充电需求，建设专用充电桩。

 二、乡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规划

 乡村地区充电设施主要依托公共停车场和村广场、文化礼堂、超市等可利用空地布局，充电桩辐射半径约30公里，
综合考虑村民出行主要通道、场地大小、电气接线等因素，规划建设充电站70座，充电桩203个（充电枪373个），其
中直流充电枪341个，交流充电枪32个。

 三、投资规模和环境效益

 根据永康市充电桩建设规模，至2025年，城市地区新建充电桩投资规模约2900万元，乡村地区新建充电桩投资规模
约2000万元，总计投资4900万元。

 至2025年，电动汽车保有量突破7万辆，可实现电动汽车年充电电量12250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替代燃油约9800万
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21.5万吨。

 推进智慧交通换电网络建设。围绕城市混凝土搅拌运输、建筑砂石及渣土运输城市环卫运输等在内的城市内短倒运
输场景，促进重型货车和物流集卡等领域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转型发展，培育电动市政专用车应用环境，支持建
设布局专用换电站，加快车电分离模式探索和推广。与国家电投、上海启源芯动力、浙江启源焕电科技等重点企业加
强对接，创新合作模式，发挥企业综合产品优势，与永康国资平台属地资源形成优势互补，加快推动项目落地。探索
出租、物流运输等领域的共享换电模式，优化提升共享换电服务。研究出台换电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车辆充换电补贴
、新能源重卡免限行等支持性政策，完善土地、财政等要素支撑。到2025年，建成充换电站10座，满足500台重卡、
市政专用车充换电需求。

 推动充电设施品牌项目建设。加快光储充一体化模式推广，利用景区、大型露天停车场等场所，建设新能源车棚光
伏、光伏路灯、分布式储能、充电桩和能源服务中心等，推动有序充电控制、V2G双向充电等技术应用，深化数字5
G技术与新能源、充电设施的融合，加快大功率充电、无线充电、光储充协同控制技术等研发应用，通过源网荷储灵
活协同调度，发挥新能源汽车移动储能终端作用，与电网交互参与削峰填谷，建设集光伏、储能、充电、放电等多重
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充电站。结合永康方岩风景名胜区的优势，构造生态多元的光储充综合示范场景，结合国风宋韵文
化元素强化美学设计，促进充电基础设施与周边环境的融合，在沿路服务区、停车区、景区停车场、规模较大民宿等
地区，为游客提供充电+休闲等综合服务，创新充电设施经营服务模式，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品牌样板。

 专栏3-5品牌项目：“绿动方岩”低碳充电站

 一、建设背景

 方岩风景名胜区位于永康城东25公里处，是4A级风景名胜区。景区总面积99.2平方公里，配套停车位1472个。方岩
风景区年游客量达到24.98万人次，平均日游客量超过680人次。节假日与工作日游客量峰谷规律明显，新能源汽车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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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负荷变动较大。针对其充电负荷变化规律的特点，可开展“光储充”多功能综合一体站建设，充分发挥新能源汽车
移动储能终端作用，通过源网荷储灵活协同调度，减少尖峰充电负荷对电网的影响。

 二、项目建设运行方案

 “绿动方岩”低碳充电站以旅游观光为特色，利用景区大面积的停车场建设光储充一体化设施，有效将旅游、充电
和清洁能源开发结合起来。拟在景区停车场建设充电枪10个，因地制宜建设光伏车棚和分布式储能。同时，沿景区道
路安装光伏路灯，提高光伏利用率。做好外观设计，使充电站设备与环境和谐相融。使广大游客在饱览大自然美景的
同时，可以放心享受由充电桩带来的便利，消除电车里程焦虑，真正实现科技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六）推动创新引领，打造新型电力系统示范

 探索新型电力系统新模式新业态。研发源网荷储一体化、虚拟电厂、微电网、零碳电厂等参与新型电力系统柔性调
控的关键技术。从调度和营销两侧发力，探索包括辅助服务交易、需求侧响应、现货交易和能效优化在内的新型商业
运行模式。

 推动新型电力系统示范项目应用。积极向上争取国家级、省级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储能示范，加快推进一批源网荷
储一体化、多能互补、虚拟电厂示范项目应用。在城市、社区（未来社区）、工业用电负荷大的园区及交通沿线等，
推广用户侧负荷双向互动模式，通过以电能为核心，电、气、热、冷的多能融合互补，在消费侧就地实现多种能源的
相互转换、联合控制、互补应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以及能源供给的灵活性、可靠性与经济性。依托电动汽车有序
充电、电动汽车与电网互动、需求侧响应等技术，聚合电动汽车、用能终端、储能等设备，发挥可控负荷的集群规模
效应，推动各类主体多元聚合互动，提升系统运行效率。

 专栏3-6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光储充智能双向充电站

 一、建设背景

 规划建造小型光储充电棚的“充电生态网”，有效利用地面车棚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实现新能源车充新能源电，
构建区域内电动汽车智能充电服务网络。依托城区有条件的停车场利用光伏发电+电能储存+车辆充电集成一体、互
相协调支撑的绿色充电模式，采用V2G技术和数字技术，建设集光伏、储能、充电、放电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充
电站。

 二、项目建设运行方案

 光储充智能双向充电站考虑建设在东城街道高镇社区的布袋坝公园停车场，共16个车位。结合《关于浙江省推动城
市停车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的积极拓展停车关联产业，充分利用该停车场光照时长充足且周边无遮挡的优
势条件，搭建光伏车棚，其单位面积光伏发电量可比平均值高20%。该站拟新建充电枪14个，所发电量可通过自身系
统进行循环消纳，站点计划2024年完工。建设智能电动车充电桩管理系统+充电桩箱变集群充电系统，实现充电桩的
集中化管理，高效便捷地监控管理新能源电动车的能量输送，并且与“一键找桩”平台深度耦合，完成路径规划、车
辆导航、扫码充电及支付结算等一系列流程，可实现区域性定位充电、就近解决用户充电难问题，提升车主充电的体
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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