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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方电网新能源现状
装机情况

风电 3775.7 1357
（海风791） 938.1 902.1 549.6 28.9

集中式光伏 2687.1 734.5 437.9 453.9 871.7 189.2
分布式光伏 988 796.5 67.4 58.4 23.7 42

统调装机渗透率 18.73% 16.30% 31.67% 13.92% 24.87% 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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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 新能源装机

n 截至2022年底，全网全口径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8105万千瓦（统调口径约7350万千瓦，约占全网统调总装机18.7%），其中，
风电3776万千瓦、光伏3681万千瓦（集中式光伏2687万千瓦、分布式光伏988万千瓦）。



一、南方电网新能源现状
装机情况-风电

n 南方电网风电主要分布在：
广东（海上风电占比近60%），
广西桂北及沿海地区，
云南楚雄、大理地区。

南方区域云南、贵州、广西等
省（区）风光资源较好地区多
为山地丘陵；南方电网新能源
以山区风电、光伏为主。



一、南方电网新能源现状
装机情况-光伏

n 南方电网光伏主要分布在
广东（分布式光伏占比超过50%）
贵州（毕节地区）。

南方区域云南、贵州、广西等
省（区）风光资源较好地区多
为山地丘陵；南方电网新能源
以山区风电、光伏为主。



一、南方电网新能源现状
南网新能源运行特点
n 特点一：点多面广容量小，调度运行管理繁杂

由于山区开发施工困难，难以大面积、大规模开发运维，以及早起政策原因，因此南
方电网新能源多以小容量场站为主：

• 南方电网集中式新能源场站855座，每站平均装机容量7.6万千瓦

• 装机容量低于5万千瓦的454座，超过50%
5万千瓦及以下, 

54.4%

5-9万千瓦, 
14.9%

9-19万千瓦, 
24.1%

19万千瓦及以上, 
6.6%

n 特点二：集群性强，气象因素同源故障影响大

新能源场站分布具有较强的集群性，且与极
端天气影响区域高度重合，在寒潮、台风等影响下，
因共模扰动导致大量新能源场站出力大幅波动。

• 广东海上风电791万千瓦，台风期间由于风速在切出风速
和可发风速间来回摆动，导致风机在一天内频繁切入切出。

• 海上风电每小时功率变化最大300万-500万千瓦。

台风期间广东海上风电受影响

寒潮期间贵州山区风电凝冻停机

• 寒潮期间，贵州毕节、广西桂林等风电装机富集地区因风
机叶片凝冻导致大面积风电出力受限。

• 全网因风机凝冻最高造成500万千瓦电力缺口

n 特点三：渗透率高，电力电量平衡

随着新能源装机比例的不断提升，起电力电
量渗透率也快速攀升。2022年春节期间，广西新
能源最大电力渗透率达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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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方电网新能源调度管理提升方向
背景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能源需求仍将持续增

长，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持续发展新能

源是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实现能源独立的

必然选择。“十四五”、“十五五”期间，新

能源“装机”、“电量”双占比将大幅度攀升。

新能源是新型能源体系“主力军” 新型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体系重要组成

为满足能源保供和绿色转型目标，新型电

力系统作为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枢纽和关键

载体，将面临海量主体泛在、多维时空平衡、

实时双向互动等难题，可支撑多能协同互补，

促进源网荷储互动

高效、协同发展



二、南方电网新能源调度管理提升方向
基本管理要素
国家能源局印发新版“两个细则” 第十九条（八）新能源场站技术指导和管理内容包括：

1. 新能源场站短路比应达到合理水平。
2. 新能源场站风机过电压保护、风机低电压保护、风机频率异常保护、光伏逆
变器过电压保护、光伏逆变器低电压保护、光伏逆变器频率异常保护等涉网保护
应满足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要求。
3. 应满足网源协调有关标准要求，具备一次调频、快速调压、低电压/高电压穿
越能力，电压和频率耐受能力原则上与同步发电机组耐受能力一致。
4. 新能源场站应具备无功功率调节能力和自动电压控制功能，按照电力调度机
构要求装设自动电压控制子站，必要时应配置调相机、静止同步补偿器、静止无
功补偿器等动态无功调节设备，并保持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5. 新能源场站应具备有功功率调节能力，配置有功功率控制系统，接收并执行
电力调度机构发送的有功功率控制信号。
6. 应提供可用于电磁和机电暂态仿真的技术资料和实测模型参数，用于电力系
统稳定计算。
7. 应按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要求开展涉网试验。
8. 应开展功率预测工作，并按照有关规定报送功率预测、单机文件、气象信息、
装机容量、可用容量、理论功率、可用功率等，功率预测准确性和各类数据完整
性应满足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要求。
9. 发电机组发生大面积脱网，新能源场站应及时报告电力调度机构和国家能源
局派出机构，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并网。 
10. 新能源场站汇集系统接地方式应满足国家和行业标准要求，汇集线路故障应
能快速切除。

第十四条  电力调度机构依据所在地电力并网
运行管理实施细则对发电侧并网主体非计划停运
/脱网、调度指令执行偏差和新能源功率预测偏
差等情况进行考核。



二、南方电网新能源调度管理提升方向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可观

基础数据质量是驱动新能源高效高质发展的关键

“打开南方电网新能源调度运行管理平台，就能了解
近800家新能源场站信息、2万余个发电单元，可以提前预
判来风、日照形势，实现95%以上统调新能源场站有功功率、
功率预测等关键运行数据的网、省、地三级共享，有效应
对新能源随机性、间歇性、波动性给电网带来的影响。”



二、南方电网新能源调度管理提升方向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可观

基础数据质量是驱动新能源高效高质发展的关键

    运行监视：     综合监视  网级监视  场站监视  单机监视

    台账报表：     台账管理  报表管理    

    统计分析：     同时率     波动性      出力概率分布

    预测管理：     预测评价  组合预测

  分布式新能源： 装机分布  数据统计  电量预测  

综
合
监
视

新能源场站分布、风光资源分布

场
站
监
视 场站实际出力：场站功率预测：场站端短期、超短

期预测结果；

单
机
监
视 单机运行信息：包括单个风机/光伏阵列有功功率、无

功功率、设备状态（运行、停机、受限等）、风速、
温度等数据信息。



二、南方电网新能源调度管理提升方向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可测

新能源功率预测是提升调度运行管理水平的重点方向

预测
厂家

发电
企业

科研
院所 团体

个人

高等
院校

40 人 

49 个 

7 个 

21 家 

2 家 

78 个 

Ø 发布新能源功率预测价值生态圈培育计划

Ø 新能源预测厂家、高校、科研院所、个人等参赛队伍持续部署调试中。



二、南方电网新能源调度管理提升方向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可测

新能源功率预测是提升调度运行管理水平的重点方向

Ø 已有近20家参赛队伍可以完成五省区区域级及所有场站短期新能源功率预测

Ø 智慧平台基于新能源预测结果和实际运行进行指标计算和打分；



二、南方电网新能源调度管理提升方向
问题分析

（1）新能源场站E文件自身数据来源复杂

• 新能源场站E文件来源包括风电机组系统（例如单机状态、单机风速）、场站综合自动化远动系统（例如场站总有功）、预测系

统（短期超短期功率预测、测风塔风速），一般是其中一个系统厂家采购硬件做数据集成，集成过程容易对另外两个系统数据

理解有偏差，或采集接口有误
（2）设备厂家、发电企业、调度机构对数据理解不一致

• 无论是场站值班人员、场站各类厂家人员对于数据理解均有所偏差，导致进行数据质量整治周期较长，治理过程反复。

风机厂家、场站对风电单机状态定义 调度V3.3方案对于风机状态定义如下：

1：正常并网运行，即风电机组正常并网发电运行且出力未因调度下令受限的状态；

2：限电，即风机因电网指令出力受到限制的状态，含出力被限制至零的状态；

3：待机，即风况达不到风电机组启动条件，进入待机状态。包括风机待风状态
（如大风、无风）和风电机组启动过程；

4：计划检修，如风机日常检修、计划性检修、日常巡检、季节性巡检等；

5：非计划停运，如风电机组因发电机、叶片、齿轮箱、电池板、逆变器、场内集
电线路、升压站设备等自身部件故障等原因引起的停运；

6：通信中断，即监控后台与风机主控系统无法建立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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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能源参与市场展望
南方区域电力市场

n 广东已启动新能源试点参与现货市场连续调电运行，云南、广西等省（区）新能源场站进入中长期市场。
n 南方区域调频、调峰、备用等电力辅助服务市场陆续启动，为新能源、新型储能稳步健康发展提供良好

市场环境。

2022年7月23日，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启动试运行，
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率先在南方区域落地

 良好的市场化发展环境

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体系

南方区域
辅助服务市场

南方区域
现货市场

南方区域
中长期市场

与国家市场协同运行



三、新能源参与市场展望
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问题

n 新能源具有极强的的中长期的间歇性和短期的反调
峰性。在提供“同质”电力电量商品的，新能源存
在“供货不足”以及“供货过剩”问题。导致新能
源电量价格将普遍低于具备调节性电源价格。

问题一

• 新能源在补贴全面“退坡”后，从单纯的关注电量和利用率，转为如何综合各项指标参与市场博弈

n 新能源的可信支撑能力和辅助服务能力几乎为零。
新能源易出现大面积失备（类似德州大停电），不
具备系统故障下的恢复能力（上调频、备用、黑启
动），电力市场如何激励系统的“保供”能力？

问题二



二、分布式新能源数据情况及问题分析
目前情况

n 通过绿电市场体现新能源绿色价值。完善绿电价格机制，充分体现绿电在交易组织、·执行、结算等环
节的优先地位。结合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研究探索电力现货交易模式下的绿电中长期市场交
易机制，做好绿电交易与现货交易的衔接，引导绿电有效参与现货交易。

展望一

n 充分发挥区域市场的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作用。从单一新能源场站看，其收益伴随其出力的随机性具
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但着眼区域级电力系统，新能源的波动性和反调峰性得到极大平抑。因此一方面
需持续推进区域市场建设，促进新能源跨省交易，另一方面交易主体需充分把握大市场运行规律。

展望二

n 新能源为主体新型电力系统下电力市场的变化。随着新能源占比提升，系统供应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加剧，
“支撑性”“保障性”“调节性”电源（包括储能）的作用也将日益凸显，容量市场的启动和辅助服务
市场的扩大成为趋势。传统以煤电“标杆电价”作为成本信号的观念也在逐步转换。研究如何防范新能
源在现货市场中的零价小时数增长。

展望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