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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蓄能电价政策研究

李 晶
鲁山豫能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河南 平顶山 467300

摘 要：电价是制约抽水蓄能电站投资和建设的重要因素，因为这基本上决定了如何优化电站建设及运营方案、

如何提高电站投产后的比较竞争优势、如何保障项目6.5%资本金收益甚至是超额收益，这些都是进行项目投资要关注
的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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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规划建

设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是新

型能源体系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装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同时，规模化分

布式新能源的接入会对上级电网的运行特性产生较大改

变，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接网和消纳对电力系统提出了

新的挑战，需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满足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对电力供应的需求。抽水蓄能电站具有

响应速度快、建设成本低、储能容量较大、技术成熟、

安全性高等优势，是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我国新能源发展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有力支

撑。随着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规划出台，今后一段时

期，我国抽水蓄能将迎来爆发期。本文拟在梳理抽水蓄

能相关法规政策的基础上，对长期以来抽水蓄能电站收

益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

1��早期抽水蓄能电价政策

抽水蓄能电站早期主要由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公司

投资和收益，发展初期存在收益不明确，投资周期长，

限制了社会资本对抽水蓄能电站的投资热度，历史原因

形成的抽水蓄能电价政策分析如下：

1.1  《关于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能源〔2004〕71号），规定抽水蓄能电站主要由

电网企业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这一时期的政策认为，

抽水蓄能电站主要服务于电网，为了充分发挥其作用和

效益，抽水蓄能电站原则上由电网企业建设和管理，国

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严格审批抽水蓄能电站的具体规模、

投资与建设条件，建设和运行成本纳入电网运行费用，

统一核定。但是这一时期抽水蓄能电费来源一直没有统

一来源，各省确定收益方法不一，大部分列支电网的输

配电费。

1.2  《关于桐柏、泰安抽水蓄能电站电价问题的通

知》（发改价格〔2007〕1517号），规定71号文件下发

前审批但未定价的抽水蓄能电站，仍由由电网企业租赁

经营，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租赁费，费用原则上由电网企

业消化50%，剩余部分由发电企业和用户各承担25%。

发电企业承担的部分，由电网企业在用电低谷时期，通

过招标采购抽水电量解决；电力用户承担的部分通过纳

入销售电价调整方案统筹解决。这种模式下，虽然有文

件，电网公司承担的费用由于列支输配电费，因此基本

能够落实，但是由发电企业和用户承担的费用均无法落

实，这也是导致这种模式下的抽水蓄能电站持续亏损的

原因，限制了国内抽水蓄能电站的投资热度。

1.3  《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发改价格规〔

2019〕897号），明确将抽水蓄能电站成本费用列支为与

电网输配电业务无关的费用，相关费用不得通过计入输

配电价的方式进行回收。此政策的出台，明确了输配电

准许成本中不包含抽蓄电站容量电费，但是抽蓄电站的

运营又完全依照调度指令，此时抽蓄电站成本传导成为

制约抽蓄发展的最大问题，相关成本再也无法通过输配

电价向市场化用户传导。目的是进一步加码为推动两部

制电价落地，将抽水蓄能调峰、调频的作用向电力现货

市场疏导，倒逼电力现货市场统筹考虑这部分费用。

综上所述，两部制电价是抽水蓄能电站保障收益的发

展方向，但由于我国电力市场建设尚未成熟，市场机制、

交易品种仍在不断完善，无法支撑抽水蓄能电价回收。

2��关于进一步完善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

2021年4月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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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制约抽水蓄能电站发展的关

键因素——电价机制有了更进一步的阐述，在以下几个

方面有所突破。

2.1  搭建了一整套完整的抽水蓄能电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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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善了抽蓄定价机制。一方面是以竞争方式形

成电量电价，在有电力现货市场成熟时，电量电价通过

现货市场价格及规则结清；电力现货市场尚不成熟时，

鼓励通过引入竞争性招标采购方式，形成电量电价。另

一方面，通过政府定价方式确定容量电价，633号文的附

件中详细制订了抽水蓄能容量电费的核定办法，按照经

营期定价方法核定容量电价，在省级电网输配电价监管

周期调整时，解决这部分费用。针对抽水蓄能电站的技

术及成本特征，综合利用现阶段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各

自优势，通过科学合理定价、发挥电价信号作用，有效

解决了“如何形成”抽蓄电价的难题。

二是健全了抽蓄成本回收与分摊机制。对于电量电

价，确定了抽水蓄能电量电价执行方式以及抽水电量产

生损耗的疏导方式；对于容量电价，明确将抽水蓄能

容量电费的支出通过电网输配电价回收，并充分考虑了

在区域电网调度的情况下，多个省级电网分摊问题，以

及在特定电源与电力系统间分摊等应用场景。建立起的

完整的建设运营成本回收与费用分摊机制，解决了电费

“如何疏导”的问题。

2.2  强化了与电力市场建设发展的衔接。

一是建立了适应电力市场发展的容量调整机制。为

支持抽水蓄能电站积极参与电力市场，提出了适时降低

容量电价覆盖设计容量比例的调整机制，以鼓励剩余容

量进入市场，从而形成抽蓄容量从政府定价到市场竞价

的有效通道，有利于逐步实现更深层次的市场衔接。二

是建立了收益分享机制。为进一步调动抽水蓄能提供辅

助服务调频、调压等服务积极性，提出由抽蓄电站分享

20%辅助调峰收益。三是提出加快确立抽水蓄能电站的独

立市场主体地位。明确要求推动抽蓄电站能够平等参与

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等市场交易，即对未来主要以市

场方式解决抽水蓄能有关问题，形成了可靠的政策预期。

2.3  设计了容量电价核定的激励性措施。

一是建立节约融资成本激励。与省级电网定价办法

类似，在于抽蓄电站建设中，将实际支出低于同期市场

利率的贷款部分，按50%比例在用户和抽蓄电站之间分

享，激励建设单位在电站投建阶段节约融资。二是节省

运维费用的激励。运行维护费按照从低到高进行排序，

按照前50%的平均水平核定，这种不含实际发生成本而按

先进成本核定的方式，对于运维成本较低的抽蓄电站有

明显的激励作用，运维成本将在长期向先进成本逼近。

2.4  提出了抽蓄“规划-运行-监管”闭环管理要求。

一是严格抽水蓄能电站规划、建设要求。规划监审

中更加强调项目经济性、电网系统性需要、地方承受力

等关键指标，对抽蓄发展提供边界。二是明确抽水蓄能

电站的运行管理责任。电网和电站共同承担充分发挥抽

水蓄能电站综合效益的责任，要求签订、公开年度的调

度运行协议。三是加强抽蓄电价执行的监管。要求电网

企业单独归集和反映抽水蓄能电价结算信息，并按时报

送价格主管部门；对于使用率不达标的抽蓄电站，适当

下调下一周期核定电价。上述三个环节的管理规范，是落

实抽水蓄能电站电价政策、支持项目发展的重要保障。

2.5  兼顾了社会资本参与抽蓄建设的积极性。

一是通过严格落实电价政策保障投资主体利益。提

出通过签订中长期电量购销合同、实施“三公”调度、按

照规定严格执行两部制电价政策、及时结算电费等方式，

调动社会资本参与抽蓄投资建设的积极性。二是确定了较

稳定的收益率水平。容量电价核定办法明确，按照经营期

内资本金内部收益率6.5%核定，给投资者形成了较为稳

定的投资回报预期，基本原则就是保障“自由资金”在

40年的周期里，可以最终回收的钱 = 初始资金年化收益

6.5%持续40年，对社会资本参与到抽水蓄能投资建设起

到鼓励作用，有利于实现抽水蓄能产业可持续发展。

3��成本调查

两部制的价格机制，其实本质上为了降低“抽蓄电

站”收益的不确定性，关于抽水蓄能容量电价的核定，从

已经出台的政策和相关举措来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层面其实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考虑， 2022年2月22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开展抽水蓄能定价成

本监审工作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22〕130号），决

定对31家在运抽水蓄能电站在运抽水蓄能电站开展定价成

本监审，很多操作层面的细节并没有对外披露。

成本调查包括两个部分：项目建设期的投资和运营

期的成本费用，前者主要用于核定容量电价，后者主要

为测算平均运营维护费率提供基础数据。

成本监审抽水蓄能电站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电站名称 省份

1 湖南黑麋峰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湖南黑麋峰电站 湖南

2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潘家口蓄能电厂 河北潘家口电厂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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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电站名称 省份

3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十三陵蓄能电厂 北京十三陵电厂 北京

4 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天荒坪电站 浙江

5 安徽省响洪甸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响洪甸电站 安徽

6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回龙分公司 河南回龙电站 河南

7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白山抽水蓄能电站 吉林白山电站 吉林

8 华东桐柏抽水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桐柏电站 浙江

9 山东泰山抽水蓄能电站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泰安电站 山东

10 华东琅琊山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琅琊山电站 安徽

11 华东宜兴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江苏宜兴电站 江苏

12 河北张河湾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张河湾电站 河北

13 湖北白莲河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湖北白莲河电站 湖北

14 河南国网宝泉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河南宝泉电站 河南

15 山西西龙池抽水蓄能电站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西龙池电站 山西

16 辽宁蒲石河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辽宁蒲石河电站 辽宁

17 安徽响水洞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安徽响水洞电站 安徽

18 福建仙游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福建仙游电站 福建

19 江西洪屏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江西洪屏电站 江西

20 浙江仙居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浙江仙居电站 浙江

21 安徽绩溪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安徽绩溪电站 安徽

22 宁波溪口抽水蓄能电站有限公司 浙江溪口电站 浙江

23 广东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二期 广东

24 惠州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惠州抽水蓄能电站 广东

25 清远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清远抽水蓄能电站 广东

26 深圳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深圳抽水蓄能电站 广东

27 海南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 海南

28 江苏沙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沙河抽水蓄能 江苏

29 江苏国信溧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溧阳抽水蓄能电站 江苏

30
湖北正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天堂抽水蓄能分公司

天堂抽蓄电站 湖北

31 内蒙古呼和浩特抽水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 内蒙古

成本监审工作的最终权限在国家发改委，核心力量

为第三方专业机构，地方发改部门主要负责一些需要在

项目现场完成的工作。

成本监审的程序主要有四个阶段：资料初审、实地

审核、意见告知、出具报告，整个工作的时间跨度预计

不会少于6个月。

成本监审依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可

以看出国家把抽水蓄能电站的属性参照依成本定价的重

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进行管理。发改部门全面掌握

了国内各地区、各时期的原材料价格、用能成本、用工

成本等关键的工程价格参数，在审核项目投资成本的时

候，如发现有价格明显高于同期同类产品市场平均价格

的，超出的部分将予以剔除，所以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对于建设成本要严格把控。

成本监审工作以客观、公正、合理为原则，某些项

目建设方面的特殊情况，经过充分沟通之后，应该还是

有一定的做工作的空间。

4��结论

通过对政策进行逐字逐句的梳理，并进行发散性思考，

独立思考的价值，对抽水蓄能电价政策得出以下判断。

4.1  电站的建设方案一定要充分考虑后期的运营成

本，而且要确保卓越的工程质量，尽可能减少后期维护

的费用。

4.2  在同等运行维护费用的情况下，电站的总投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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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偏高，运行维护费率也会偏高，为此要尽可能降低项

目的单位投资成本，这样才能具备比较优势。

4.3  为提高电站的可用率，在抽水水泵、发电机组等

关键设备选型方面，要优先关注效率指标，确保电站的

可用率达到监管要求。

4.4  报项目核准的时候，项目总投资金额适当调高一

点更有利于保障临时容量电价阶段的投资收益。

4.5  电站想要获取超过6.5%的投资收益，要从降低运

营维护费用、降低单位装机成本、积极参与辅助市场服

务、做好参与电力现货市场准备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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