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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蓄能电站能耗管理机制研究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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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深入实施，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呈现出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态

势。 储能可以提升新能源的并网和消纳能力，成为支撑光伏和风电大规模发展的重要技术手段。
在各种储能技术中，抽水蓄能是一种技术成熟、经济性优越、具有大规模开发条件的储能技术，已
成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要素。 近年来，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加快了发展速度，无论是已建成

的还是在建的电站规模均居世界首位。 由于抽水蓄能电站运行过程中存在能量损失，按照现行

统计考核制度，这部分能耗主要计入项目所在地，将对地方的能耗双控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本研

究在分析抽水蓄能电站能耗来源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当前典型容量抽水蓄能电站的能耗强度和

总量，以及统计考核机制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对不同考核方案进行利弊分析。 最终，基于抽

水蓄能电站的功能定位和服务对象，按照“谁受益，谁承担”原则，提出了优化抽水蓄能电站能耗

考核机制的政策建议，对促进抽水蓄能电站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为新型储能电站规

模化发展中面临的能耗管理问题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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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我国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正积极构建新

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推进风

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开发。 为达到“十四

五”末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 ５０％，２０３０
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１２ 亿 ｋＷ
以上的目标，新能源将呈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随着新能源占比的不断提升，新能源对系统调节

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大规模“靠天吃饭”
的风电、光电并网后，电力系统将呈现高电力电子

化的特征，风电、光电在高峰时段难以发挥顶峰作

用，在极端天气条件下，新能源出力受限，电力系

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１－２］。
储能是未来电网的重要组成环节，是可再生

能源大规模发展和并网的重要支撑，能够有效解

决电网运行安全、新能源消纳、电力电量平衡等方

面的突出问题。 在目前诸多储能技术中，抽水蓄

能是技术最成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最显著、
经济性最优且具最大规模开发条件的电力系统灵

活调节电源［３］。 加快发展抽水蓄能，是构建以新

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迫切要求，是保障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支撑，是可再生能

源大规模发展的重要保障［４－７］。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我国已投产抽水蓄能电站总

规模 ３ ６３９ 万 ｋＷ，占我国储能总规模的 ９０％以

上，但在我国电力系统中的比例仅为 １．５％，远低

于美、德、法、意、日等国家（＞１０％） ［８－９］，如图 １ 所

示。 根据《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我国在建和规划规模分别为 ５ ５１３ 万 ｋＷ、
３０ ５４４ 万 ｋＷ，抽水蓄能电站发展进入快车道［９］。

抽水蓄能电站单体投资大，能有效带动地方

投资和经济发展，项目建设受地方政府欢迎，但是

抽水蓄能电站在实现能量转换时存在能量损失，

图 １　 ２０２１ 年我国各类电源装机占比［８］

Ｆｉｇ．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２１［８］

即抽水所耗电量大于放水所发电量，通常大型抽

水蓄能电站综合效率约为 ７５％～８０％。 目前，在能

源统计报表制度中，抽水蓄能电站能耗（综合能源

消费量）明确按“购网电量”与“上网电量”差额乘

以电力等价折标系数计算得到［１０］。 抽水蓄能电

站的年能耗总量大、能耗强度高，对地方的能耗双

控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１　 抽水蓄能电站能耗产生来源

抽水蓄能发电技术和水力发电技术是一脉相

承的，底层技术都是水的势能和电能的相互转换。
与常规水力发电站不同的是，抽水蓄能电站多了

一道“抽水”流程，即利用电力负荷低谷时的电能

抽水至上水库，在电力负荷高峰期再放水至下水

库发电，实现电能的储存和释放。 通常一座抽水

蓄能电站由两座海拔高度不同的水库、水轮机、水
泵以及配套的输水系统等组成。

抽水蓄能电站在电力系统中既是电力用户，
也是水力发电站，具备“双重”身份。 在电网负荷

低谷时段，抽水蓄能电站利用电能抽水，及时存储

系统内多余电能；在电网用电高峰时段，抽水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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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等同常规水电站，放水发电为电网提供顶峰

的高价值电能。 由于在实现能量转换时存在能量

损失，抽水蓄能电站的抽水电量（“购网电量”）将
大于所发电量（“上网电量”） ［１１－１２］。 据《抽水蓄

能产业发展报告 ２０２１》统计，全国主要已投运抽

水蓄能电站平均综合利用小时数为 ２ ６４０．７ ｈ，电
站抽水启动次数 ４２ ５４０ 台次， 发电启动次数

４０ ００６ 台次，抽水发电次数同比增加超约 １５％［８］。
目前，我国大型抽水蓄能电站综合效率约为 ７５％
～８０％，即抽用 ４～５ 度电、发出 ３～４ 度电。 抽水蓄

能电站每一个“抽水－放水”的循环中都要损失

２０％～ ２５％左右的能量，循环越多（调度越频繁），
能量损失越大。

２　 抽蓄蓄能电站能耗分析

选取 ５ 座分布于不同省份、投运多年的典型抽

水蓄能电站。 具有代表性的目前常见的抽水蓄解电

站配置容量分别为 １００、２００、１５０ 和 １８０ 万 ｋＷ。 对其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年的运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见表 １。

表 １　 ５ 座大型抽水蓄能电站能耗情况表（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ｖ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ｐｕｍｐ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抽水蓄能电站 装机容量 ／ 万 ｋＷ 发电小时数 ／ ｈ 能耗总量 ／ 万 ｔｃｅ
万元增加值能耗 ／

（ ｔｃｅ ／ 万元）
单位发电量能耗 ／
（ ｔｃｅ ／ 万 ｋＷ·ｈ）

综合效率 ／ ％

Ａ １８０
９４８～１ ６８１
（１ ４１０）

１２．９６～２２．９６
（１９．２１）

１．７２～２．３４
（２．０３）

０．７４２～０．７７３
（０．７５７）

７８．７～７９．４

Ｂ １５０
１ ２７２～１ ５５１

（１ ３３６）
１３．４２～１６．６０

（１４．１８）
２．８８～３．５４
（３．２４）

０．６９９～０．７１４
（０．７０８）

８０．０～８０．２

Ｃ １２０
１ ３４５～１ ７６８

（１ ４５４）
１１．１２～１４．４６

（１２．１３）
３．０３～４．１３
（３．５０）

０．６８１～０．７１０
（０．６９５）

８１．２～８１．７

Ｄ １００
４３０～１ ３６７

（７７０）
３．３４～９．５１
（５．７７）

１．０７～３．１３
（１．６４）

０．６９６～０．７９７
（０．７４９）

８０．４～８１．８

Ｅ １００
４８８～１ ５７５

（８３５）
３．９６～１１．３８

（６．３７）
０．９９～３．７４
（１．６６）

０．７１７～０．８２８
（０．７６３）

７９．１～８１．４

　 　 注：１．电站 Ｂ 在 ２０１６ 年底全部机组投运，其年平均值的计算取值范围为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
２．能耗＝（购网电量－上网电量）×电力等价折标系数，本表电力等价折标系数统一采用 ２．８７ 吨 ｔｃｅ ／ 万元；
３．括号中的数值为平均值

２．１　 能耗强度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是反映企业能源经济

效益高低的综合指标。 在上述统计期间，万元工

业增加值能耗不同年份间波动较大，主要受到工

业增加值受项目收益方式（租赁、单一电价或两

部制电价）、电价水平等影响［１３－１４］ 。 但总体看，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普遍较高。 以东部某省为

例，该省在“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工业项目

的能效准入标准分别为 ０． ６０ ｔｃｅ ／万元和 ０． ５２
ｔｃｅ ／万元，抽水蓄能电站的能耗强度要远高于该

标准。
综合效率、单位发电量能耗是反映电站物

理能效的指标。 一般情况下，综合效率高，则单

位发电量能耗低。 ５ 座抽水蓄能电站的综合效

率在 ７８．７％ ～ ８１．８％以上，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单位发电量能耗在 ０．６８１ ～ ０．８２８ ｔｃｅ ／万 ｋＷ·ｈ，
平均为 ０．７３２ ｔｃｅ ／万 ｋＷ·ｈ，整体波动相对不大，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单位发电量能耗数据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２　 能耗总量

根据抽水蓄能电站能耗本质，电站能耗总量

与其装机容量和调度频次有关，装机越大、调动越

３



频繁，能耗量则越大。 一座 １２０ 万 ｋＷ 装机容量

的抽水蓄能电站，年运行 １ ４００ ｈ 左右，其能耗量

超过 １０ 万 ｔｃｅ，１８０ 万 ｋＷ 抽水蓄能电站同等条件

能耗量可达近 ２０ 万 ｔｃｅ，堪比水泥、化工等大型高

耗能的工业项目。

３　 抽水蓄能能耗考核机制

３．１　 机制现状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

的行业目录》 （发改环资规〔２０１７〕１９７５ 号），抽水

蓄能电站项目建设时，建设单位可不编制单独的

节能报告，只需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

请报告中对项目能源利用情况、节能措施情况和

能效水平进行分析［１５］。 节能审查机关对抽水蓄

能电站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不再出具节能审

查意见。 因此，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并不受地方

能耗指标的制约，能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电站建

成投运后。
３．１．１　 对属地政府的考核

在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运后，类同一般工业

耗能项目，国家将抽水蓄能电站能耗统计在项目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并进行能耗考核，各地区

则按“省－市－县”进行逐级考核。 以浙江省为例，
目前省内已建成投运的抽水蓄能电站年能耗量基

本统计在项目所在的县（市、区），并相应进行考核。
３．１．２　 对电站的考核

基于抽水蓄能电站“能耗总量高、能耗强度

高”的特点，项目所在地为完成能耗双控目标，会
对抽水蓄能电站的运行进行一定的约束，并相应

进行考核。 部分地方采用将抽水蓄能电站归类为

“高耗能”工业项目的方法，对其设置年度最高用

能量和能耗强度下降率目标；部分地方以抽水蓄

能电站的综合效率代替能耗强度指标进行考核，
电站达到上述两个指标即完成考核。
３．２　 存在问题

目前的统计考核机制存在如下三点问题：
（１）抽水蓄能电站调度运行完全服从于整个

区域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清洁低碳和高效经济

运行需求，电站的节能效益体现在优化区域电网

内燃煤机组运行工况、减少调峰燃煤 ／燃气电源建

设、促进新能源消纳和保持核电稳定运行等环

节［１６］。 以华东电网为例，华东区域用电负荷高、
峰谷差大，对调节性的需求高；增量电力主要来自

于新增可再生能源和特高压外来电，调峰缺口大。

华东电网四省一市中，江苏和上海抽水蓄能站点

资源少，浙江和安徽站点资源相对丰富且建设条

件好，两省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基础上，同时承担支

援江苏和上海调峰需求［１７］。 抽水蓄能电站发挥

“单体耗电，全网节能”作用，其能耗指标仅由项目

所在地单独承担的方式有待进一步优化。
（２）在碳达峰、碳中和要求下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电网积极消纳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峰谷变化

进一步加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

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 （ 发改价格

〔２０２１〕６３３ 号）强调“抽水蓄能电站要着眼保障电

力供应、确保电网安全、促进新能源消纳等”“对抽

水蓄能电站作用发挥不充分的，及时责令整改，并
依法进行处置” ［１８］。 提高抽水蓄能电站利用率是

电力系统安全经济运行的现实需求，符合我国加

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求。 抽水

蓄能的工作原理决定了电站的利用率越高，能耗

也相应越高，若限制抽水蓄能电站的能耗相当于

限制了其作用和功能的发挥，则与建设初衷相

矛盾。
（３）抽水蓄能电站能耗受电网调度影响，对地

方能耗双控的影响具有不可控性，部分地区采取

的能耗考核方式缺乏科学性和操作性。 抽水蓄能

电站服务于区域电网，其运行调度由电网系统控

制，当区域峰谷差大、电力保供压力大的时候，抽
水蓄能电站调度频繁、运行强度大，能耗总量和强

度也相应提高。 项目所在地政府通过设置年度能

耗总量和强度下降等目标来对抽水蓄能电站进行

约束，这种方式既不具备操作性，也不科学。 随着

未来大量新增抽蓄项目的建设投运，抽水蓄能电

站对地方能耗双控的影响将逐渐放大，在现行的

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特别是项目所在地区县一

级政府基本无法完成能耗双控目标。
３．３　 优化方案对比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对抽水蓄能电站的能耗统计

和考核给出如下方案，并对其优劣性进行分析。
３．３．１　 存量抽水蓄能电站

“存量抽水蓄能电站”是指“十四五”前就已

经建成投运的电站项目。 该类项目的能耗已在

“十三五”期间释放，纳入各地的能耗总量基数中，
对各省份“十四五”能耗双控考核的影响小。 针对

存量抽水蓄能项目，国家对地方的统计和考核方

式可以维持不变，即其能耗列入项目所在地的省

（直辖市、自治区）的能耗统计和考核中。
４



３．３．２　 增量抽水蓄能电站

“增量抽水蓄能电站”是指“十四五”及之后建成

投运的电站项目。 这一类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数量

多，装机容量大。 有如下几种方案可供考虑选择。
（１）区域共担方案

由于优质的抽水蓄能电站站址分布不均

匀，一些省份缺乏足够的调峰电源，严重影响了

电力运行安全和可再生能源作用的发挥，需要

对区域电网内其他省份的抽水蓄能电站进行调

用。 据相关数据，浙江省到 ２０３５ 年抽水蓄能规

模总需求约 ４ ０００ 万 ｋＷ，其中 ２ ３００ 万 ｋＷ 满

足省内需求，１ ７００ 万 ｋＷ 满足同为华东电网的

江苏和上海的需求。 针对服务于多个省份的抽

水蓄能电站（容量） ，能耗和工业增加值统计在

当地，但在“双控”考核时，按照“谁受益，谁承

担”原则，将抽水蓄能电站的能耗和增加值进

行省间分配。 分配比例参照项目核准文件明确

的机组容量比例。
该方案的优点是能耗量在多省间共担，可以

一定程度减轻抽水蓄能电站所在省份的双控考核

压力，同时可以促进抽水蓄能电站更合理地规划

布局，按需建设，避免盲目投资；缺点是抽水蓄能

电站能耗的统计和考核存在两个口径，一定程度

增加了能耗双控考核工作的复杂性。
（２）沿用当前方案

沿用当前方案，即其能耗由所在省份独自承

担，省内统筹解决。 该方案的优点是不需要对现

行的统计考核方式做调整，简单易行；缺点是并未

解决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运营中能耗约束问题，且
随着未来抽水蓄能电站的快速增多，其能耗的约

束性会进一步放大。
根据《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十四五”抽水蓄能项目投运最多的省份分

别为 Ｚ 省（５３０ 万 ｋＷ）、Ｆ 省（３８０ 万 ｋＷ）、Ｈ 省

（３６０ 万 ｋＷ）、Ｓ 省（３００ 万 ｋＷ）、Ｇ（２４０ 万 ｋＷ）；
“十五五”运装机量分别为 Ｚ 省（２ ６６９．５ 万 ｋＷ）、
Ｆ 省（５８９．８ 万 ｋＷ）、Ｈ 省（１ ０８０ 万 ｋＷ）、Ｓ 省（８２０
万 ｋＷ）、Ｇ 省（９８０ 万 ｋＷ）。

以单位发电量能耗 ０．７ ｔｃｅ ／万 ｋＷ·ｈ，年发电

小时 １ ４００ ｈ 估算，测算抽水蓄能电站能耗增量；
并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系列工作指

南（２０１８ 年本）》中方法［１９］，测算项目增加值能耗

影响各省万元 ＧＤＰ 能耗的比例（ｎ％），见表 ２ 和

表 ３。 其新增能耗量将对各省“十五五”的能耗强

度指标产生较大影响。
表 ２　 “十四五”新增抽蓄能耗对主要省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ｕｍｐ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省份
新增抽蓄

装机 ／ 万 ｋＷ
能耗 ／
万 ｔｃｅ

能耗影响万元 ＧＤＰ
能耗比例 ／ ｎ％

影响程度

Ｚ ５３０ ５１．９ ０．１８ 存在一定影响

Ｆ ３８０ ３７．２ ０．２４ 存在一定影响

Ｈ ３６０ ３５．３ ０．０８ 影响较小

Ｓ ３００ ２９．４ ０．０６ 影响较小

Ｇ ２４０ ２３．５ ０．０６ 影响较小

表 ３　 “十五五”主要省份新增抽水蓄能电站能耗预测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ｕｍｐ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省份
新增抽蓄

装机 ／ 万 ｋＷ
能耗 ／
万 ｔｃｅ

能耗影响万元 ＧＤＰ
能耗比例 ／ ｎ％

影响程度

Ｚ ２ ６６９．５ ２６２ ０．８５ 存在较大影响

Ｆ ５８９．８ ５８ ０．３３ 存在较大影响

Ｈ １ ０８０．０ １０６ ０．２２ 存在一定影响

Ｓ ８２０．０ ８０ ０．１５ 存在一定影响

Ｇ ９８０．０ ９６ ０．２３ 存在一定影响

　 　 （３）国家单列方案

根据《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现状数据和目标，“十四五”新增投运抽水蓄

能电站装机 ２ ９５１ 万 ｋＷ， “十五五” 新增装机

１３ ８００ 万 ｋＷ。 按 照 单 位 发 电 量 能 耗 为 ０． ７
ｔｃｅ ／万 ｋＷ·ｈ 测算，在不同发电小时数情况下，
“十四五”时期全国新增抽水蓄能电站能耗为 ２４８
～３７２ 万 ｔｃｅ，“十五五”时期全国新增抽水蓄能电

站能耗为 １ １５９～１ ７３９ 万 ｔｃｅ，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全国新增抽水蓄能电站能耗预测

Ｆｉｇ． 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ｌｙ－ｂｕｉｌｔ
ｐｕｍｐ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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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政策建议

在国家不对抽水蓄能电站能耗进行单列的情

况下，对抽水蓄能电站进行能耗考核时，可基于抽

水蓄能电站的功能定位和服务对象，按照“谁受

益，谁承担”的原则，对抽水蓄能电站能耗的考核

机制进行优化。
（１）服务于多个省份的抽水蓄能电站 （容

量），其产生的能耗按容量比例进行省间共担，分
担比例可以参照项目核准文件明确机组容量分摊

比例。 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长龙山抽水蓄能电

站（２１０ 万 ｋＷ）为例，按相关协议，２０２３ 年前该电

站 ２１０ 万 ｋＷ 容量全部归属浙江省使用；２０２３ 年

之后，该电站 １０５ 万 ｋＷ 容量归属浙江省使用，１０５
万 ｋＷ 容量归属江苏省使用。 因此，在国家对地

方进行能耗强度考核时，可以按照使用容量的比

例对抽水蓄能电站的能耗和工业增加值分配，谁
使用相应容量，谁承担对应能耗。

（２）由区域电网统一调度的抽水蓄能电站

（容量），其产生的能耗建议由电网系统进行承担

和统筹。 目前已建和在建的抽水蓄能电站基本都

是服务于区域电网，由电网公司进行统一调度。
其发挥的功能与电力的变压、输配性质是一样的。
因此，该种抽水蓄能电站（容量），其产生的能耗建

议由电网系统进行承担和统筹，可参照电网变压

和输配损耗进行统计和考核。 省内电网损耗计入

全省能耗，跨省电网损耗由全国统筹。
（３）服务于特定主体的抽水蓄能电站 （容

量），其产生的能耗由特定主体承担，记入被服务

主体所在地的统计和考核。 如由中核集团承建华

安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福建省漳州市），该项目是

“核蓄一体化”项目，其核电站和抽水蓄能电站由

同一家运营公司统一管理。 抽水蓄能电站作为核

电站的配套设施，承担调峰任务，完成电网下达的

调峰、填谷、调频、调相要求，确保核电机组稳定在

额定功率运行［２０］。 抽水蓄能电站的抽水电量来

自核电，发电量与核电捆绑，运营公司统筹调度抽

水蓄能与核电机组的发电量，并负责统一核发抽

水蓄能与核电站的各种成本、利润及还本付息。
该类型项目抽水蓄能电站的能耗由核蓄一体运营

主体承担，根据现有核电站能耗考核方式统筹解

决，能耗纳入核电站项目所在地统计和考核。
（４）进入电力市场开展辅助服务的抽水蓄能

电站（容量），其产生的能耗由抽水蓄能电站承担，

即采用现行的能耗统计和考核方式。 《关于进一

步完善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

〔２０２１〕６３３ 号）中明确，适应电力市场建设发展进

程和产业发展实际需要，适时降低或根据抽水蓄

能电站主动要求降低政府核定容量电价覆盖电站

机组设计容量的比例，以推动电站自主运用剩余

机组容量参与电力市场，逐步实现电站主要通过

参与市场回收成本、获得收益，促进抽水蓄能电站

健康有序发展。 因此，对于进入市场开展辅助服

务的抽水蓄能电站（容量），其受益主体为抽水蓄

能电站，其产生的能耗由抽水蓄能电站承担，记入

地方能耗统计和考核。

５　 结论与展望

抽水蓄能电站具有调峰、调频、调压、系统备

用和黑启动等多种功能，是电力系统的重要安全

稳定调节电源之一。 同时，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

的加快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将逐步进入电力辅助

服务市场，强化与电力市场建设发展的衔接，由单

一的系统调节电源向系统调节、市场辅助服务等

多功能电源转变。 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抽水蓄

能电站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作用，体现其在区域

电力系统中节能降碳价值，应基于其功能定位和

服务对象，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对抽水

蓄能电站能耗的考核机制进行优化。
此外，国家正有序推进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

控转变，抽蓄蓄能电站支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

展的价值将愈发凸显。 为鼓励各省积极开展碳排

放双控试点建设，对纳入国家碳排放双控试点的

省份，可考虑将抽水蓄能电站纳入碳排放双控的

考核，而不纳入能耗双控考核，更能科学地体现和

发挥抽水蓄能电站促进可能生能源、核电等零碳

能源发展，促进区域节能降碳的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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