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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降价，储能市场仍待“激活”
储能企业探索盈利模式“在路上”

调查
ECONOMIC HERALD

经济导报

◆导报记者 初磊 济南报道

经济导报记者从潍坊市发

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国家电投

寿光官台营子150兆瓦渔光互补

项目并网发电。这是继寿光侯

镇10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之后，国家电投参与山东

鲁北盐碱地滩涂地千万千瓦风

光储一体化基地的第二个并网

项目，两个项目提供的清洁电

力点亮了更多用户家的灯火。

潍坊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人

介绍，项目通过废旧低效盐田

水产养殖与光伏发电相结合，

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高

效利用，曾经的滩涂地变身为

“希望田”。

水上架设光伏板

板下养殖鱼虾

羊口镇是百年晒盐之地，

这里的盐碱地改良，一直是个

难题。国家电投寿光官台营子

150兆瓦渔光互补发电项目，是

鲁北盐碱滩涂地千万千瓦级风

光储基地首批项目，位于羊口

镇，由国家电投陕西分公司投

资约9 . 24亿元建设，装机容量

150兆瓦，配置30兆瓦/60兆瓦

时独立储能系统、1座110千伏

升压站。

项目通过在水面上方架设

光伏板阵列、板下水域养殖鱼

虾，土地性质不变，盐田收益不

降，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

高效利用。项目年可提供清洁

电力2 . 52亿千瓦时，替代标煤7 . 7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1万吨。

在设计方案、技术突破、

智慧运维等方面，该项目进行

了一系列探索创新，比如，采

用32度倾斜角设计光伏组件安

装方式，发电同时实现虾池遮

光，水温可下降1到2摄氏度，

防范鱼虾疾病，保障渔民养殖

收益；创新组串逆变器及智能

光伏技术，降低组件高湿、高

温环境下性能衰减速度，防

尘、防水提高至最高等级，发

电量有效提高5%以上；融合智

能光伏电站监控系统与生产管

理系统，将先进智能诊断技术

与生产管理相结合，实现20分

钟内完成百兆瓦电站快速扫

描；应用高效单晶双面双玻光

伏组件，背板采用透明玻璃吸

收地面反射光，可提高5%-30%

的发电量。

在距离羊口镇不到40公里

的侯镇，是今年元旦之前就实

现全容量并网的100兆瓦渔光互

补光伏发电项目。项目位于侯

镇海洋化工园区卤水池内，由

国家电投山东分公司投资开

发，计划总投资5 . 2亿元，装机

容量100兆瓦，占地面积2136亩，

配套塔基27基、110千伏升压站1

座。项目投运年可发电量1 . 56亿

千瓦时，年可替代标煤4 . 4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12 . 1万吨。

据悉，“渔光互补”是在

水塘、水库、中小型湖泊、采

煤塌陷地等水面资源建设光伏

电站，既可获得养殖收益，又

可获得发电收益。目前，主要

有桩基固定式、漂浮式两种形

式。光伏电站具体采用哪种类

型，通常由水深决定，一般在

水深小于等于3米浅水区，采用

桩基固定式；在水深大于3米深

水区，径流稳定、水位变化小

于6米时，采用漂浮式。根据估

算，建设1兆瓦“渔光互补”光

伏电站，需要20-30亩鱼塘水

面，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多赢。

山东渔光互补项目

步入疾速轨道

今年是山东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的起步之年，可再生能

源挑起发展的“大梁”。根据

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

部署，今年大力推动鲁北盐碱

滩涂地风光储输一体化基地规

模化、集约化开发，积极争取

华能沾化滨海渔光互补、国电

投寿光多能互补等项目纳入国

家新增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并加

快实施；推进中鲁菏泽光伏发

电、济宁时代永福渔光互补项

目等鲁西南采煤沉陷区光伏基

地项目建设。

从国家层面看，《“十四

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

确，鼓励农(牧)光互补、渔光

互补等复合开发模式，计划到

2025年，农光互补、渔光互补

等光伏发电复合开发规模达到

1000万千瓦以上。

在省市政策支持下，山东各

地渔光互补项目步入疾速轨道。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在

山东省重点项目库中，有两个

渔光互补项目已开工，分别是

华能嘉祥梁宝寺150兆瓦农光渔

光互补综合利用项目和东营辉

阳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渔光互补

发电项目。

其中，华能嘉祥梁宝寺150

兆瓦农光渔光互补综合利用项

目，位于嘉祥县梁宝寺煤矿塌陷

地，规划占地3684 . 39亩，主要建

设150兆瓦农光渔光互补综合开

发利用项目。项目分两期建设，

其中一期建设规模80兆瓦，二期

建设规模70兆瓦。据悉，二期拟

引入宁德时代作为合作单位。

东营辉阳清洁能源有限公

司渔光互补发电项目装机容量

2850兆瓦，将安装高效半片组

件约408万块，建设3座220千伏

升压站。

此外，日照市睿航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万宝260兆瓦渔光互

补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正在储

备中。项目将使用养殖海域

6200亩，分两期建设，一期计

划投资3 . 7亿元。

上市公司加快在山东

布局渔光互补项目

据观察，在双碳政策加持

之下，上市公司也纷纷在山东

加快布局渔光互补项目。

宁德时代(300750 .SZ)正在

布局1 . 1吉瓦渔光互补国家级大

型光伏发电基地项目。去年12

月24日，该项目与山东时代新

能源电池产业基地项目同时开

工奠基。

天合光能(688599 .SH)看好

山东省丰富的能源资源。在国

家电投寿光侯镇100兆瓦渔光互

补光伏发电项目中，就全部采

用了天合光能双面双玻系列超

高功率光伏组件，天合光能不

断开辟清洁能源发展的新模

式。近期，天合光能旗下的新

型储能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

天合储能，签约了山东“农光

+渔光”互补项目。

天合储能官方信息显示，

“山东某地150兆瓦农光+渔光

互补项目是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优选项目和重点项目，占地

约2900余亩。项目配套17 . 5兆瓦

/35兆瓦时储能系统设备，采用

直流1500V储能系统设计方案，

储能系统划分为7个2 . 5兆瓦/5

兆瓦时储能单元。”

寿光项目并网发电 多个项目已开工

“渔光互补”在鲁提速

在山东省重点项目库中，位于嘉祥、东营

的两个渔光互补项目已开工，位于日照的一个

项目正在储备中，上市公司也纷纷在山东加快

布局渔光互补项目山东已有

储能项目通过

参与市场交易

获利，要实现

良性循环，尚

待相关政策的

大力持续扶持
山东储能项目不乏效益良好先例。图为三峡能源庆云储能示范项目。

导报讯(记者 初磊)能源是

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重点领

域。经济导报记者日前从山东省

能源局获悉，山东将深入落实黄

河重大国家战略和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建设为牵引，织密织牢能源

保障网，着力抓好能源转型发展

九大工程，全力构建绿色低碳、

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促进

能源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能源供应保障体

系。充分利用省内省外两大市

场、两种资源，突出抓好煤炭、

电力、油气“三链”和储备能力

建设，夯实能源供应保障基础。

优化省内煤炭开发布局，加大省

外资源开发力度，调优煤炭运输

结构，构建内外协同的煤炭供应

链。加快推动清洁电力发展，稳

步发展“省外来电”，持续完善

网架结构，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

统，构建绿色低碳的电力供应

链。加大省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力度，加强省外资源调入，补齐

油气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构建海

陆兼备的油气供应链。加强煤

炭、油气等储备设施建设，积极

构建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有机结

合、互补联动的储备体系，提高

应急保障和风险应对能力。

加快建设新能源供给消纳体

系。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供消两端

集中发力，大幅增加清洁能源供

给，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步伐。在

供给端，重点推进海上风电、海

上光伏、胶东半岛核电、鲁北盐

碱滩涂地风光储输一体化、鲁西

南采煤沉陷区“光伏+”五大清

洁能源基地建设，促进新能源基

地化规模化开发，实现新增电力

消费主要由清洁能源提供。在消

纳端，全面实施新型储能工程发

展行动，加快文登、潍坊、泰安

二期等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因地

制宜、分类推进燃机项目，深挖

电力需求侧响应资源，着力提升

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促进新能源

高比例消纳。

加快建设化石能源清洁高效

开发利用体系。发挥传统能源兜

底保障作用，推动煤炭、油气绿

色高效开发利用，加快煤电行业

转型升级，促进化石能源清洁

化、低碳化发展。

E 新闻同期声

山东新型能源体系“快进”

光伏发电正在山东大面积推广。图为位于临邑县的一个屋顶光伏电站。

◆导报记者 杜杨 济南报道

光伏降价，储能吃饱？最

近，风机和光伏价格持续下跌，

对下游产业产生了一定的利好和

促进；业内普遍希望光伏、风电

大规模装机对储能配建的需求，

会对相关行业带来积极影响。

储能一直是可再生能源发电

(因目前以风电、光伏为主，故

下称“风光产业”)的短板，然

而该行业尤其是电化学储能的规

模优势并不明显，加之没有更多

的“技术红利”，即便市场需求

有了增长，对行业发展的促进作

用也有限。

“先让储能行业赚上钱！”

在被问及储能短板该如何补齐

时，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

院)二级研究员、山东省生态文

明研究中心主任周勇直言。相关

企业则希望多探索新的盈利模

式，实现储能行业乃至整个风光

产业的协调发展。

发一样的电

花一半的钱

“近年来，风电产业的发展

突飞猛进，尤其是技术迭代引发

了成本下降。”某风电企业董事

会秘书李扬对经济导报记者表

示，“以前市场主流风机是3兆

瓦，而在行业大型化、规模化的

趋势下，现在同样的价格可以兴

建6兆瓦的风机了。”

李扬就职于一家上市公司，

在得到匿名的承诺后，他说公司

曾披露过相关财报：2020年陆上

风电的中标价格还是每千瓦3600

元；而到了去年三四季度，中标

价格已经低到每千瓦1500元了。

“风电的技术迭代刚刚带来

红利，我们就没利润了。”他打

趣道。

技术红利同样发生在光伏领

域：2008年，硅料价格曾冲至每

公斤3000元，当时的光伏组件价

格每千瓦高达30000-40000元；如

今，组件价格已低至每千瓦1300

元，发电成本更是低至每千瓦时

0 . 3元以下。

“风光产业”技术红利，带

来了风电光伏装机量的猛增。中

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

华预计，2023年，我国光伏新增

装机保守预测为95000兆瓦，乐观

预测为120000兆瓦。而要完成十

四五风电装机量目标，2023-2025

年全国风电年均新增装机容量将

在65000-75000兆瓦之间，相比

2022年装机量接近翻倍。

也正因如此，作为“风光产

业”下游的重要配套，储能越来越

被业内看好，山东《2021年全省能

源工作指导意见》更是提出“新能

源场站原则上配置不低于10%的

储能设施”这一硬性指标。

众多利好之下，业内甚至有

了开篇“光伏降价，储能吃饱”

的说法。

产业的短板和另类

不过与飞速发展的“风光产

业”相比，储能行业还是有自身

特点的。“电化学储能，尤其是

锂 电 方 面 的 技 术 已 经 很 成 熟

了。”山东德晋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赵方君对经济导报

记者表示。

电化学储能，即通过电池所

完成的能量储存、释放与管理，

也是目前储能的主要形式。德晋

新能源正是一家生产磷酸铁锂方

型铝壳大单体储能电芯的企业，

产品广泛应用于储能设施、储能

电站等。

“无论是风电还是光伏场站，

要想稳定输出电力，必须配建储

能设施。”赵方君表示，“目前，无

论是为分布式电站配备的储能设

施，还是为集中式电站配建的储

能站，市场前景都不错。”

作为能源领域的专家，周勇

同样看好储能行业的前景，但同

时他还提醒：“储能也是‘风光

产业’发展的最大短板。”

短板之一体现在缺乏“技术

红利”上。上文提到化学储能的

“技术成熟”，“但这也意味着

行业很难通过技术迭代实现降本

增效。”周勇表示，“这与风电

机组、光伏组件价格越来越低对

比鲜明，同时也拖累了相关产业

的发展。”

其次，磷酸铁锂电芯的原材

料是锂矿石，极端依赖原材料进

口，“这意味着短期内储能设施

的生产成本不可能明显降低。”

赵方君表示。

周勇还提到了其他形式的储

能，“比如抽水蓄能，其特点是

规模大、储能多、调节周期长、

对环境更亲和，但受限于选址条

件，其建设周期也长，当下无法

完全填补短板。”

为了缓解电化学储能“独腿

走路”的情况，最近山东省能源

局下发了《关于印发2023年全省

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要求着力提升绿色电力消纳能

力 ， 实 施 新 型 储 能 “ 百 万 千

瓦”行动计划，其中包括泰安

压缩空气储能等项目建设，建

成三峡庆云二期、华润财金东

营等示范项目，梯次推进抽水

蓄能电站开发，加快潍坊、泰

安二期等项目建设。

一时间电化学、抽水蓄能、

空气储能等多个储能相关项目，

在全省各地次第铺开。

“先让储能行业赚上钱”

“先让储能行业赚上钱！”

这是周勇为储能行业发展开出的

“药方”；赵方君也有类似的观

点：“要让收益看得见、摸得

着。”

“目前在山东，储能电站很

难通过削峰填谷来盈利；而在南

方的一些省份，储能电站释放出

的电能会被计算为‘绿电’，这

丰富了储能行业的盈利模式。”

赵方君认为，有了多样化的盈利

模式，储能行业发展才有可持续

性；“至于光伏风电降价带来的

利好，不足以支撑整个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上

文提到的三峡庆云项目，其一

期还是在山东省内首批投运、

首批参与电力现货市场交易的

储能项目，现货市场收益已达

1200万元。

周勇则表示，想要补齐储能

短板，应该通过一定的政策扶

持，先让从业者赚上钱，“有了

稳定的收益预期，资本、人才才

会向储能行业聚集，届时技术迭

代、原材料供应等问题，都会有

相应的解决方案。”

此外，赵方君还注意到储能

行业存在一定的门槛，其中一些

并不合理，“比如省内某地对于

储能设施建设进行招投标，但准

入门槛要求过高，导致山东本地

的企业无法参与，不利于本土产

业的发展。”他认为储能是一项

新兴产业，多数企业难有辉煌业

绩；像招投标准入条件之类的政

策门槛，设计一定要合理，要让

多数致力于行业发展的本土企业

多多参与。

李扬则提到，近年来陆上风

电、海上风电补贴相继终止，而

从2022年开始，中央财政也不再

对新建海上风电项目进行补贴，

结果他们公司没能享受到“技术

红利”。

“希望扶持政策要有一定的

延续性，要让企业能吃几年‘红

利’，等到产业的发展整体协调

后再退出。”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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