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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区电网如何加快“双碳”示范区建设的思考 
范瑞卿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武清供电分公司  天津  300000） 

摘要：本论文分析了地区电网在建设双碳示范区落地中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源、

网、荷”三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电网企业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过程中面临的新兴元素快速发展、外部环境不

断变化等问题。最后，结合电网实际情况，提出了“电网侧”科学规划一二次系统满足多元化用电需求、“电源侧”

提升新能源并网质效促进能源结构转型升级、“负荷侧”推进综合节能降耗助力能源消费提档再升级等多项措施。为

地区电网建成清洁低碳、安全可控、灵活高效、开放互动、智能友好的新型电力系统探索了实施路径，必将助力地区

“双碳”战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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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主

力军，电网是排头兵。我国碳排放主要来源是化石能源

消费，集中在三大行业，电力行业占 41%、交通行业占

28%、建筑和工业占 31%。能源电力领域碳排放总量大，

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电力行业在保

障能源供应、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促进能源

低碳转型等方面处于战略中心地位，是贯彻“四个革命、

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主力军。电网是连接电力

生产和消费，是各类能源转换利用和优化配置的重要平

台，在推进能源革命、服务“双碳”目标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能源电

力领域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和内在要求，要从

源、网、荷三侧协同发力，共促“双碳”目标的实现。 

二、面临形势和问题 

为推动“双碳”战略落地，国网公司明确了“一体

四翼”发展布局，强调在电网业务上，要立足构建以新

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服务“双碳”目标。当前，

随着地区发展加速演变，电网面临一些列新形势新问题。 

（一）新兴元素快速发展 

新能源大量接入，随着国家及地方“双碳”相关政

策集中发布，碳达峰、碳中和进程加快推进，北方地区

近几年并网项目激增，个别地区十四五期间新能源开发

总量成倍数的增长。另外，新兴元素也越来越多，电动

汽车、综合能源业务、储能等新业务新业态逐步增多，

地区电网结构、负荷组成、运行特性等均发生较大变革，

多能转换、智能控制、信息融合等能源互联网新业态，

对传统电网规划工作均提出挑战； 

（二）地区电网仍存短板 

近年来，通过大力推进电网建设，各个地区整体供

电能力充足。但受极端高温、极寒等天气影响，在大负

荷期间电网仍存在局部重载情况；网架结构方面受目标

网架过渡影响，也存在单侧电源辐射供电等情况。10kV

电网方面，以前的配网规划更多只注重就问题解决问题，

缺少目标导向的系统性规划思维。 

（三）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一方面，津发改价管【2022】192 号文件落地后，城

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用户外部电源线工程全部由电力

公司投资建设；另一方面，经过前些年的电网建设，地

区电网廊道资源愈发紧张，政府部门的管理要求也愈加

细腻。以上均对电网规划、项目前期、工程建设都提出

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系统方案方面，随着大量的业扩配

套电网项目的实施，必须要考虑到红线项目和传统电网

项目怎么有机配合，保证“方案不冲突、措施不重复、

问题不遗留”。建设环境方面，面临“用户用电时间紧、

廊道资源少、手续要求齐”等多方面挤压，在规划和建

设总体力量不变的情况下，如何高效完成以上任务是最

大的挑战。 

三、加快双碳示范区建设具体措施 

面对以上复杂的形势，地区电网要从各个方面发力，

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着力谋发展、强电网、促双碳、保民生，全力以赴构建

坚强灵活开放的地区配电网，加快双碳示范区建设落地。 

（一）“电网侧”科学规划一二次系统，满足多元化

用电需求 

电网规划是电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环节，科学的电

网规划对于指导电网建设和促进双碳落地具有重大的指

导意义。发挥地区发展部规划统领作用，畅通工作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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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内外兼顾”的矩阵式工作

机制。 

1.构建结构坚强的一次网架 

对上准确把握上级政策精神，明确工作要求，做到

上下贯通；对内保持开门做规划，与运检、调度、建设

等保持常态化沟通机制，做到左右协同；对外，准确掌

握用户需求，统筹考虑红线工程和电网工程建设安排，

做到内外兼顾。坚持系统化规划思维，综合考虑投资造

价、实施效果、建设难度等，制定最优规划方案。高压

配电网方面，着力消除单侧辐射供电，构建充足链式电

源结构，有序推进电压序列优化；中压配电网方面，做

深做实网格化规划，分区域差异化制定电网发展目标，

引入“网格-单元-分组”的概念，按地理位置和联络关

系将线路合理分组、开展分析，做到分析一处、规范一

处，构建结构坚强、互动开放的 10kV 电网。 

2.配置功能完备的二次系统 

在持续优化电网一次结构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配

置功能完善的二次设备，提高电网智能化运行水平。一

次设备更多的只是连接关系，主要在于设备质量和施工

工艺，可以算是纯“硬件”。二次设备除了设备质量和安

装工艺外，更重要的是技术性、精密性、功能性，既有

“硬件”又有“软件”。只有保证二次系统设备良好、功

能完备，才能实现配电网的“可观、可测、可控”。二次

设备改造方面，对于增量新建项目二次设备实现标准化

配置，对于存量设备，逐步安排项目实施升级改造，着

力构建开放共享、智能互动的二次系统。 

（二）“电源侧”提升新能源并网质效，促进能源结

构转型升级 

1.统筹新能源开发与电网规划，促进源网协调发展 

深入调研地区风电、光伏等资源禀赋及应用情况，

编制调研报告，加强新能源运行特性分析研究，指导新

能源高效开发并网。紧密对接政府部门，建立常态化沟

通机制，掌握地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年度开发建设方

案、建设规模，做好新能源项目申报前电网消纳分析，

促进新能源科学开发。统筹新能源开发与电网规划，在

大力开发新能源项目的同时，统筹开展周边电网规划建

设，促进新能源与电网协调发展。 

2.优化新能源并网服务，提升新能源建设质效 

主动对接地区政府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掌

握地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年度开发建设方案、建设规

模，共享本体工程进展情况，主动超前服务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集中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接网受理环节，

执行“承诺审批制”管理，减少项目接入系统设计报告

申请材料，同时应用国家电网“新能源云”线上系统，

开展线上一站式服务，提高可再生能源项目接网服务水

平。常态开展可再生能源消纳分析，超前研究接入系统

方案，加强内部相关专业联合审查，确保接网方案科学

合理。 

3.开展新能源运行分析，推动源网安全稳定 

开发基于数创平台的新能源监测平台，将分布式光

伏、集中式光伏电站及自备电厂、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发

电，充电设施充电等数据集中汇总，以月度为单位体现

每月新能源数据信息，基于月度数据开展分析，编制新

能源月度运行报告，基于数据分析结果，提出源网优化

互动、合理布局充电设施站点等建议，指导专业工作高

效开展。分析新能源与电网运行问题，推动源网安全稳

定发展。 

（三）“负荷侧”推进综合节能降耗，助力能源消费

提档再升级 

1.拓宽综合能源服务广度，助推能效提升最大化 

构建“供电+能效服务”业务体系，全力推进工业节

能、供热改造、能源托管、光伏发电等领域综合能源项

目落地，持续拓展新兴业务广度和深度。以“双碳先行

示范区”建设为契机，主动对接政府职能部门，争取政

府政策支持；同时，选取地区重点园区企业，深入走访

调研，深度挖掘能效市场化服务潜力项目；结合现场勘

查、用电检查等对接服务用户机会，为企业提供优质的

节能建议，服务企业减排降碳。 

2.拓展电能替代深度，促进能源消费电气化 

加强政企合作，拓展信息获取渠道。积极推动园区、

企业、学校开展电能替代项目，全面提升区域电气化水

平。明确电能替代业务职责分工，定期组织各供电服务

中心一线前端岗位人员培训，普及电能替代相关业务知

识，一体推进能源消费电气化。 

3.打造绿色低碳充电网络，助力交通领域低碳转型 

合理开展充电设施布点，按照新能源车辆每年 8~10

个百分点增长考虑，结合城区规划在商圈、园区和主干

道路等区域加快充电设施建设。同时协同电动汽车生产

企业，加大充电桩、站建设，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充

换电业务，提升客户体验满意度，推动电能替代燃油工

作开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

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事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事关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电网在能源电力领域低碳转型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