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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

系统内以调峰调频电源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公

司，作为国家电网直属产业板块的两大电源公

司之一，新源公司在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方

面的开发和建设，目的是服务于国家电网公司

的发展需求，为国家电网公司制定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企业标准甚至国家标准提供实践依据，

由于没有配比压力，其所追求的目标更多的是

先进性与科学性。站在产业发展研究前端的新

源公司怎么看待目前的新能源热潮及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本刊记者走访了国网新源控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振有。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新源公司的主要业

务及在新能源方面的建设情况。

张：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是国家电网公

司系统内以调峰调频电源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公

司，主要负责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国家电网公司

范围内的抽水蓄能电站及风电等可再生能源项

目。过去，公司最主要的业务是开发建设和维护

抽水蓄能电站，装机1027万千瓦，在建760万千

瓦。近几年来，公司在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发电上积极进行开拓，风电装机15万千瓦。但

通过大型示范工程为我国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的
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 本刊记者  李彦  特约记者  谭伟

张振有

教授级高工。1984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

系，同年开始在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从事水电项目的勘测

设计工作。历任院计划经营处副处长、处长；2000年起任

西北勘测设计院副院长，主管重大水电项目勘测设计、生

产技术管理及院计划、财务、审计等管理工作。

2008年3月至今任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并兼

任白莲河、宝泉、蒲石河、丰宁等十多个抽水蓄能及新能

源项目公司的董事长，主管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抽水

蓄能项目的战略布局及开发建设工作。

——访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振有

总体看来，新能源发电在公司的总体业务中所占

比例较小。新源公司不同于五大发电集团。发电

集团专门从事大规模电源建设，且必须完成可再

生能源装机15%的配比；而新源公司作为国家电

网直属产业板块的两大电源公司之一，我们在风

电、太阳能电源方面的开发和建设，没有配比压

力，完全是服务于国家电网公司的发展需求，为

国家电网公司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企业标准甚

至国家标准提供实践依据，比如风电并网标准。

因此，新源公司在风电建设方面的出发点和发电

集团不同，我们不追求风电规模大小，而是为

“风电与电网的关系”、“风电并网规范”等工

作提供先进的、科学的试验平台。

记者：您如何看待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特

别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现状与前景？

张：“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会议”都

在讨论气候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随着化

石能源逐渐枯竭，人类不得不去寻求可再生能源

来予以替代。因此，从大环境上，大力发展可再

生能源是必由之路，也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各国

的关注重点和主流趋势。落实到具体的可再生能

源产业，面临着很大的机遇，我国的风电和太阳

能发电也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当中。

可再生能源发电目前主要包括：水电、风

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风电方面，

我国将在甘肃、新疆、河北、吉林、内蒙古、江

苏六个省区建设7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截至

2009年底，我国风电装机已达到2500万千瓦，发

展速度惊人，成果显著。但装机容量大规模增长

的同时，风力发电量并未同步增长。我国风电场

发电小时数大多在一年1500小时至2000小时之

间，资产利用率较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比如：局部地区电网薄弱无法消纳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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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风电、风电场运行管理水平较低、风电设备本

身的故障与维护等等。

关于太阳能发电，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屋顶工

程，装设太阳能电板，可自用，也可以并网。太

阳能发电主要依赖电池，按照材料不同可分为：

硅晶电池、薄膜电池、化合物电池等等。根据工

作原理可分为光热类和光伏类，比如太阳能热水

器属于光热，而硅晶电池属于光伏类。近几年，

我国电池工业特别火爆，而且所生产的电池也不

局限于在太阳能发电领域的利用。它们在电动汽

车、大型储能设备中都有相当广泛的使用。但目

前所面临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比如电池造价很

高，而且污染大。目前国内生产的硅晶多半都出

口了，是非常典型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而且缺

乏核心知识产权，大部分利润被国外赚走了，总

之，当前形势比较严峻。

但是我相信，开发可再生能源这一大趋势是

人类不得不选择的道路。即使当前仍然存在诸多

困难，我认为只要投入多、支持力度大，一旦突

破技术瓶颈，将会迎来更加广阔的空间。就好比

几十年前开发风机，当时造价贵，功率小；而现

在3MW的风机国内已能自主生产，而且单位千瓦

造价已下降至4000多元。所以我说，在不断的投

入和支撑下，技术会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一步

步向大面积实用化靠拢。

记者：刚才您也提到电动汽车。随着国家一

系列电动汽车产业方面优惠措施的出台，电动汽

车逐渐会成为将来的主流。随着电动汽车的大规

模使用对电网有何影响？

张：电动汽车将一改传统汽车加油—上路—

再加油的模式，电动汽车可参与电网的互动，电

网低谷时刻充电，而在电网高峰时刻放电，向电

网输送电能。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在大规模电动

汽车投运之后，电网可通过调节高峰、低谷时段

的电价，来引导电动汽车车主参与到电力市场交易

中来。电网负荷低的时候，引导用户来买电；而负

荷高的时候，引导用户来卖电。这样一来，电网的

峰谷差得到很大的平抑，能有效提高电网设备资产

利用率，降低系统备用，减少运行费用。对用户来

说，通过电力市场交易也可以获取一定的经济效

益。因此，电动汽车的推广和使用，对于电网、对

于用户，是个互惠互利的双赢效果。

记者：除了电动汽车，用户的其他电能消费

习惯在将来电网中也会有所改善。这也是智能电网

给普通用户带来的帮助。电动汽车，通过充电站即

可参与到电网中来，而家庭的普通用电，如何参与

到电网交易呢？

张：目前国家在推广“三网融合”，指因特

网、电话线、有限电视的融合。对于智能电网建设

来说这还不够。智能电网希望是四网融合，用一根

光缆提供上述三网的功能，同时还可以提供电能。

每个家庭通过智能电表来监控家庭耗能情况。智能

电表不同于现在的普通电表，它是一个双向的、智

能的电表，可以实现能源、信息的双向流动。它可

以监控电力、电话、电视、互联网的使用。对于具

体电器而言，可通过智能电表来控制其开关。智能

电表使用的前提是：电网提供实时电价，用户可通

过电价高低选择是否使用电器。分时电价近期内还

难以实现，但阶梯电价可以逐渐实施。智能电表的

使用，将极大地方便用户的生活，且能提高用电的

效率；同时，若家庭有分布式电源，比如太阳能电

板、小光电等等，若用户有多余电能，也可通过智

能电表向电网卖电，获取经济效益。

记者：刚才您向我们描绘了您心中的智能电

网愿景。智能电网的前景的确是非常美好，可以为

人类提供清洁、高效、经济的电能。但当前，在我

国所面临的一些困难也不容忽视。比如您刚才提到

的风电场设备闲置率很高，资产利用率很低等。大

泰山抽水蓄能电站上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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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将其归咎为电网消纳能比不够，大风电场

无法并网。您觉得要提高电网对大风电的消纳能

力，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改进？

张：近年来涌现出的风电无法完全消纳问

题，引起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局部电

网网架较弱，风电场建设缺乏统一规划，不同企

业建设的风电场标准不统一等等。我觉得在提供

电网消纳风电能力方面，可做如下方面的努力：

（1）建设大电网，强电网。风电的波动性，

随机性，对较弱的电网影响比较大。好比一碗

水倒入一桶水，可能会激起较大水花；如果一碗

水倒入一个大池塘，影响就没这么大了。同样道

理，若风电场的功率相对电网来说，微乎其微，

其波动性对电网的影响也不足为惧了。同时，七

大风电场规模大，当地肯定无法完全消纳，通过

大电网，可实现远距离的输送。

（2）提高风电功率预测能力。充分利用天气

资源，提高风电场功率预测能力，为电网的调度

计划提供有效的依据。若能提前得知风电的出力

情况，电网则可通过对火电、水电机组的合理安

排，削弱风电波动性带来的影响。

（3）充分利用资源的互补性。风电本身具

备互补性，比如不同区域风资源情况不同，存在

“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况，比如西北地区，河

西走廊有风，武威不一定有风，武威有风，酒泉

不一定有风。这意味着，一千万千瓦的装机，并

不意味着能达到一千万的出力。因此，这在一定

程度上平抑了大风电群的出力波动性。其次，风

电和太阳能发电存在互补性。在季节上、还有昼

夜，“风光”起到了很好的互补。要利用好这些

互补特征，做好风电和光伏发电的统筹建设。

（4）风火、风水打捆。西北地区风资源丰

富的地方，煤电资源也很丰富，同时可以考虑利

用黄河上游的水资源，可以建立坑口电厂和水电

厂，和风电进行配合，平滑打捆后的总输出功

率。同时，若有条件，可加强大规模储能设施的

建设，这也将是一个有效的措施。

上述4点只是技术上的一些可能可行的方案。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国家应该在大规模风电建

设方面加强统一规划，协调电场、电网的多方利

益，着眼长远，着眼全局，统筹开发风电资源。

记者：据了解公司正在开展“风光储输”大

型示范工程。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相应的情况？

张：我们开展的“风光储输”示范工程规模

之大，投入之多，在国际上绝无仅有，这也体现

了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上的坚定信心。该项目

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具备先进性、示范性。

“风光储输”示范工程预期取得如下成果：

1）风电、太阳能发电的联合运行；2）风电、储

能电池的联合运行；3）太阳能发电、储能电池的

联合运行；4）风电、太阳能发电、储能电池的三

项联合运行；5）风电单独运行；6）太阳能发电

单独运行等等。多种运行方式的研究，体现了示

范工程的灵活性，可指导不同模式的可再生能源

开发。

我们希望通过大型示范工程，为大规模风

电、太阳能发电、储能电池运行与并网提供技术

支撑，促进并网标准的改善与升级，为我国大规

模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并网提供可靠的依据。 	

风光储输示范项目效果图 国家风光储输示范项目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