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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1 

投资者关

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 王紫菡 

时间 2023 年 8 月 30 日 

地点 现场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 28 号协鑫能源中心总部楼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公司助理副总裁杨而立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1、源网荷储一体化运营指的是什么？新增多少绿电消纳，又节约

了多少成本呢？ 

答复：源网荷储一体化指的是在一个需求场景下，从发电、输电、

存电、用电单元等形成完整闭环链路。在光储充换一体化场景，就是基

于光伏分布式发电、储能设备、充、换电用电设备，再结合一定的调度

算法，降低用电成本和提升能源利用率。 

新增绿电主要取决于光伏和储能的配比，同时也和当地的光照条

件、储能的峰谷电价差息息相关，不同城市条件差异较大，具体还要单

项目单议。 

 

2、换电和充电这两种模式，如何看待其经济性的情况，以及未来

的发展前景？ 



答复：换电和充电应对的场景不一样。 

充电可兼容市场上所有车型，充电桩建设成本低于换电站，但是对

场地面积要求较高，且目前补能需要较多时间； 

而换电兼容性有待提升，投资成本相对较高，但场地面积要求低，

电力电容要求相对低，换电时间短，效率高。 

二者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且兼有各自的特点，两者结合才是最优选

择。目前超充技术正在革新，但是同样对电力电容要求，以及对车载电

池都有较大挑战。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超充、换电、分布式光伏风能发电、储能，都

能在同一场景下强融合，为需求用户提供更经济和优质的补能体验。 

 

3、公司目前储能的应用场景包括哪些？现阶段的盈利性以及怎么

看未来储能发展的前景？ 

答复：目前对于储能的建设场景主要聚焦在电网侧储能与工商业储

能两大场景。 

针对电网侧储能场景，目前主要的盈利点一方面来源于电力辅助服

务的需求，通过参与电力系统的统一调度获得地方辅助补偿收入；此外，

随着风、光等新能源发电产业的持续发展，各地纷纷出台新能源发电强

制配储以及储能电站项目容量在全省范围内租赁使用的配套政策，在政

策推动下，储能电站可通过向风光企业租赁容量指标获得额外收益。目

前针对电网侧储能正在加紧推进建设，已在推进部分地区大型储能电站

建设，随着现货交易政策的明朗，电网侧储能还将通过现货交易有效提

升盈利。 

针对工商业储能，目前除了在峰谷价差较大的区域进行储能布局

外，公司注重业务协同性，通过储能+充换电，储能+算力等业态联合，

进一步降低业务成本，提升储能效益。当前浙江、海南、上海等地盈利

较好。 

随着储能应用场景的丰富性及经济性的逐步显现，新型储能的发展

即将迎来快速发展期。储能行业的产业升级一方面需要电芯技术的迭代



推进，提升电池循环次数，降低整体储能成本，为此，公司布局储能产

业链，深度推进电池研发制造；此外，产业的市场规模需要深度感知下

游需求，拓展应用场景，为此公司致力于深度挖掘客户需求，推出如光

储充换一体化等一系列新型解决方案，推动储能产业发展。 

 

4、公司布局虚拟电厂的情况，以及怎么看虚拟电厂未来的发展？ 

答复：公司自 2016 年开始布局发展用户侧需求侧管理业务，自主

研发“仓颉”能源管理平台，挖掘用户侧可调负荷资源，积极参加需求

响应，辅助服务等业务，目前平台客户超 1000 家，管理容量超千万 KVA，

虚拟电厂业务涉及区域包括江苏、广东、浙江、四川、内蒙等地区，虚

拟电厂相关业务收入已达到千万规模。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新能源风电光伏迅速增长，新能源发电存在

间歇性、波动性等特征，电源侧调节能力受限，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重

点在于负荷侧的调节资源，发展用户侧负荷调节资源，建设虚拟电厂势

在必行，预计 2025 年可调节资源需求约 8000 万 KW，其中广东、江苏

需求各约 600 万 KW，未来虚拟电厂建设市场和调节市场巨大。 

 

5、新型能源的高速发展，除了让社会享受到更多的绿色电力以外，

也不可避免的带来调节成本和终端电费的提升，公司如何理解这个问

题？ 

答复：目前国家基本建成“统一市场、协同运作”的电力市场架构，

形成衔接省际间、省内，覆盖全国范围、全类型周期、不同交易品种的

市场体系，电力市场化交易已经成为主流，尽快通过政策疏导及解决实

际应用的问题，通过中长期及短期现货交易，可有效调节成本带来的影

响。 

 

6、近期国家发布了《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

作 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此前国家部委也在推进绿电交易

的开展，公司对这些政策是怎么理解的，政策措施会产生哪些影响？ 

答复：相关政策将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保障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纳，服务能源安全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将进一步发挥绿证、绿电在

构建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低碳环境价值体系、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

用、引导全社会绿色消费等方面的作用。《通知》，进一步明确了绿证的

权威性、唯一性和通用性，实现对可再生能源电量绿证核发全覆盖，对

规范绿证核发、完善绿证交易、做好绿证应用、鼓励绿电消费、强化绿

证监管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政策文件的出台，扩大了绿证的核发范围，预计新能源项目每度电

增加收入 2-5 分钱，增加了新能源项目的收益，有利于更多项目投资，

扩大了新能源的规模，同时文件积极鼓励绿电、绿证消费，从供给端和

用户端两方面都扩大了绿证、绿电交易市场规模，结合企业对绿色电力

越来越高的社会责任需求，绿证、绿电市场将更加活跃。 

 

7、国家绿证交易的发展到什么阶段了，怎么看绿证交易的新发展，

对绿电运营商又有哪些助益呢？ 

答复：自 2017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发布《关

于实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绿

证市场逐步开始，第一阶段主要在中国绿色电力证书认购交易平台进行

交易，交易的绿证也都是非平价项目绿证，截至 2020 年，计核发绿证

2997 万张，认购 3.9 万张，交易金额 600 万元，成交规模小，交易均价

153.8 元/张价格高，市场不活跃。第二阶段，大量平价新能源项目绿证

核发并进行交易，同时允许售电公司参加交易，自 2022 年 9 月北京电

力交易中心开展绿证交易以来，截至 2022 年底，共成交 211 笔，交易

绿证 145.43 万张，交易均价 28.10 元/张。目前，市场活跃度明显提高，

各用户群体对绿证的接受程度也逐步提高，今后绿证交易体量将越来越

大，有利于绿电运营商增加收益。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3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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