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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能源，然而在当前传统石油、天

然气和煤炭资源越发匮乏且对环境污染的副作用逐渐显

现的时候，发展可替代能源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与核能、

潮汐能、生物质能等环保能源对比，太阳能的优势显而

易见，其开发周期之短、投资产出比之大、副作用之低

是前者所不能比拟的。我们常常将太阳能转化为可利用

的电力资源，从而衍生出了光伏发电产业。

1　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的优势

1.1 市场优势

通常情况下，太阳能转变成电能，必须要有完善光

电设备才能完成，若不并网，分布式光伏发电会出现电

力结余的现象，导致大量的电力资源浪费。像学校这类

地方白天用电量并不高，剩余电量的转换就会浪费大量

的资源，而一些大型工业园区用电量非常大，仅仅只依

赖于光伏发电难以满足其发展需要，且成本投入大，而

通过光伏发电并网的方式，就能发挥其市场优势，从而

解决能源浪费的问题 [1]。

1.2 成本优势

光伏发电本身属于一类的综合性系统，在前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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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建设以及后期运维中，都将消耗大量的经济成本，

如某一环节存在缺失现象，则无法令光伏发电设备在寿

命周期内发挥出应有的价值。而通过光伏发电并网措施

的施行，则可将两类或者三类光伏发电设备进行组合，

这样可有效节约成本，同时也可为电力能源的持续供应

奠定坚实基础。

2　我国光伏发电运营模式分析

2.1 第三方主体运营模式

该种运营模式中投资人是第三方，作为投资人必须

要承担光伏发电的所有运营成本。光伏发电的主要成本

包含：建设成本、并网成本、维护管理成本等，完成发

电后，电量会随着并网系统进入公共电网，由专门的供

电单位解决用户供电问题。该种运营模式中，运营主体

是供电单位，电网运行比较安全。另外，第三自主供电

也是涵盖于第三方主体运营模式中的，光伏电源电能产

生后，就能满足周围用户用电需求，在电量结余的条件

下，通过并网系统至公共电网。关于用电定价应该按照

市场规律，切莫随意哄抬价格，切实满足广大用户用电

需求。

2.2 统购统销模式

统购统销模式，即第三方投资方负责光伏发电的

投资、建设和运维，享有光伏发电的经营权，所发电量

全部送入公共电网，供电企业负责全额收购光伏所发电

量。在这种模式下，光伏发电作为电源，基本上通过 110

（66）、35kV 变电站、中压或低压母线上网，然后供给用

户，因此光伏电源和用户通常位于不同地点。电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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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会获得政府的建设补贴或电价补贴：在建设补贴方式

下，发电商按照燃煤脱硫机组标杆电价将所发电量全部

卖给电网企业；在电价补贴方式下，发电商按照上网标

杆电价将所发电量全部卖给电网企业，无需承担接网费

和备用费。这是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一种运营模式，特

别是大型的风电场和光伏电站都是作为电源直接上网的。

这种模式降低了分布式光伏对电网运行的影响，同

时便于电量计量，有利于实施分时电价等需求侧管理措

施。该模式下的光伏发电项目主要是国家支持的金太阳

工程光伏发电项目，多为建设在公共区域的公共项目，

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建设的示范工程，相当一部分是电源

生产商和发电集团为了完成碳排放任务和品牌效应建设

的光伏电站示范项目。

2.3 自发自用

自发自用模式是指光伏发电设备的建造投资是由用

户个人承担的，整个设备系统所发出的电量由用户进行

自由支配，当电能供应超出用户使用需求时，则设备盈

余出的电量将自动转至公共电网中。如果光伏发电设备

所供应的电能量低于用户使用需求时，则电网系统将对

用户的电量需求进行补充。此类自发自用的运营模式中，

用户则作为电量供应与使用的主体，在光伏发电设备运

行中，用户需对整个发电过程进行相关管理，其既是用

户享受用电的权利，也是用户应具备的责任 [1]。

当前我国电力网络发展形势来讲，此类分布式光伏

发电并网系统的建设正处于开展过程中，其整体运营形

式仍受到地区经济结构的影响，为此地方政府必须依据

现有的电力供应形式以及电力能源消耗情况来进行相关

政策补助，以此来推动我国光伏发电电网工程的建设。

2.4 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基本上是以上 3 种模式中任意 2 种或 3 种模

式的组合，投资公司建设的大型光伏示范工程一般采用

混合模式。例如中新天津生态城是国家和政府支持的新

能源示范工程，生态城投资公司自己建设且为自己供电

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设施按“自发自用”模式运营；在其

他单位场所建设并为该单位供电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设施，

按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经营；利用公共场地建设的光电设

施，采用统购统销模式。因此，虽然整个示范工程采用

混合模式，但就单个项目来说仍然采用单一运营模式。

3　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的成本分析

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的成本主要表现在建设成本和

运营成本，我们分别来详细探究下并网的成本。

第一，需要根据当地城市电网的发展现状，当地的

太阳能资源等情况，开展有效的市场调研与试验。

第二，确定好了试点地域后，要结合城市规划总体

纲要及该地域控制性详细规划进一步开展空间负荷预测

及负荷总量预测 [2]。

第三，根据我们所分析获得该地区符合特征以及太

阳能资源数据，正式进行光伏发电负荷曲线以及出力情

况的匹配分析工作，途中的曲线对于时间的积分为电量，

其中的第一部分为光伏发电上网的电量；第二部分为用

户在光伏发电作为电源情况下的用电量；第三部分为用

户在公共配电网作为电源的用户用电量。在对上述情况

进行分析之后，还需要我们能够结合当地的地域限制、

投资规模等一系列因素对所要建设的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进行确定。

第四，需要列出可能的光伏发电运营模式备选方案，

并对不同的运营模式所具有的优缺点以及可行性进行全

面分析。

第五，需要对不同运营模式下光伏发电的计算参数

以及边界条件等进行确定，比如对相关配电设备的造价、

当地补贴政策以及电量基本价格等等数据，要有准确的

把握，避免在数据信息方面的误差，造成我们对实际收

益方面的错误判断，应相对实际效益的计算。

第六，需要对不同运营模式下光伏发电的运行成本

进行全面的计算，主要包括光伏发电的初期投资费用、

配电网的初期投资费用、相关设备的运行维护费用以及

贷款利息等等，除了这部分基本费用之外，还具有停电

损失费用、设备损耗费用以及房顶租金等等。通过不同

运营模式的应用，则能够使项目投资能够获得不同的成

本构成 [3]。

综上所述，开展一项成功的光伏发电并网项目，需

要经过前期调研、选址、分析等等一系列成本付出，除

此之外，还有各种损耗费用，其成本与产出效益之间的

权衡成为横亘在能源优化面前的一条深深的沟壑。

4　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的效益

从我国当前分布式光伏发电电网工程的开展现状来

讲，其整体覆盖面并不完善，且各类技术体系在细节方

面存在一定的缺失，这就造成实际操作环境存在局限性。

再加上电力网络原本的运行结构影响，分布式光伏发电

的这种自产自用运营模式仍将占据很大的比例，其间接

对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工程的推进造成影响。然而从现

有的资金导入情况来看，由于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工程

的推进，在电力供应以及经济成本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

势，且建设成本以及认为成本等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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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整体供电形式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从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与传统资产自用供电形式的

对比度来讲，无论是哪一种电力功能形式，其都存在着

一定的这种优点与缺点。随着能源不断消耗，此类绿色

能源的电力转变，已经逐渐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国家也

开始针对电力运营进行相关的政策支持与制度约束。

部分地区已经针对光伏发电并网工程的这种建设，

下达相应的补助支持，各区域之间的电力价格也将受到

一定的等位调整，这样一来，发电电网统一供销模式的

优势便体现出来，其与传统的资产自用相比，可有效避

免产权分界的现象。同时以政府为主导的各类成本管控

形式，可保证用户在实际电网过程中各类成本不会受到

损耗，其对传统的资产自用运营模式的主动权得以延伸，

实现电力资源的合理调配。此类运营模式产生经济效益，

对于电力企业来讲，有效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进一

步推动我国电力工程的发展。

5　结语

基于我国目前能源发展的现状，开展光伏发电是大

势所趋，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必然成为市场主流。在未

来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为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预留条

件，同时也需要我们结合实际情况，用更针对性的措施

来获得更好的并网运行效益。

参考文献：

[1] 吴 丽 红， 王 刘 宇， 张 平 波 . 关 于 分 布 式 光 伏 发

电并网的成本与效益研究 [J].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7

（16）：214-217.

[2] 李蕊，钟楚君，赵思涵 . 基于不同商业运营模式

的分布式电源 / 微电网综合效益评价方法 [J]. 电网技术，

2017（18）：412-414.

[3] 付静，王兴明，刘瑞祥 . 浅析我国光伏产业国际

竞争力现状及提升路径 [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4（32）：129-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