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方案编制大纲

一、概述
（一）建设意义和必要性，从国内外能源生产与消费形

势、国家能源战略、自治区能源政策及对当地的有利影响等

方面分析总结项目建设的意义和必要性。

（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包括但不限于盟市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各类电源装机规模、电源结构、电量结

构和各类型电源运行和规划情况。

（三）项目总体概括，包括负荷、新能源、储能、接入

工程等各单体项目的建设地点、占地面积、建设规模、调峰

方案、新能源占比、建设时序及投资规模等情况。

二、建设条件
（一）场址条件。分别从负荷、新能源、电网、储能四

个方面分析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地理、面积、土地性质及利

用现状、基本农田、林草地、生态保护红线、压覆矿、文物、

军事、环保、水源地等限制性因素排查，地形地貌，水文气

象、地质、交通条件等对项目建设的影响分析。限制性排查

文件等支持性文件作为附件提交。

（二）新能源资源条件。分别分析自治区、盟（市）及

场区风能、太阳能资源，进行资源利用综合评价等。

三、新增负荷
（一）对新增负荷进行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产业类型、



产业落实情况、新增负荷投产时序、建设地点以及负荷前期

手续办理情况。

（二）对新增负荷规模、用电量和负荷运行曲线进行分

析（年、月、日典型曲线），分析负荷正常运行的峰谷差。

（三）新增负荷调节能力，对负荷可中断能力、调节能

力进行分析，如需制定需求侧管理措施，应明确需求侧管理

措施的激励机制。将新增负荷核准（备案）等支持性文件作

为申报文件的附件。

四、新能源规模
（一）新能源规模，根据负荷规模、调节能力、最大负

荷和周边新能源实际出力特性进行生产模拟，论证新能源装

机规模、储能装机规模和时长等，测算新能源发电小时数、

新能源利用率和新能源电量占比等关键指标。

（二）对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调峰平衡进行专题分析，

提供专题报告。分析一体化项目新能源建成后从电网购电的

峰谷差，提供生产模拟曲线图，明确不同时刻峰谷差。

五、一体化建设方案
（一）新能源建设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主要设备选型，

风电、光伏初步建设方案，年发电量测算，新能源的投产时

序等。

（二）新能源接入方案，提出新能源接入设想，升压站

建设方案、负荷变电站建设方案。提供初步电力系统图，对

于分期投产的项目，应分别描述每期工程的接入方案以及和

电网的供电方案。将新能源接入线路工程涉及的永久基本农



田、生态保护红线、压覆矿等限制性排查文件作为申报文件

的附件。

（三）对一体化调控平台建设方案和虚拟电厂运行方式

进行专题分析，提供专题报告。分析一体化项目需要电网企

业提供的备用容量。说明一体化项目的投资主体和运营方式。

将一体化项目的投资主体证明作为申报文件的附件。

（四）新增负荷供电方案设想，分析源网荷储一体化项

目的接入、调控和运营方式，明确与大电网的物理分界点，

包括但不限于一体化项目供电方案设想、供电距离。将供电

线路涉及的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压覆矿等限制性

排查文件作为申报文件的附件。

六、投资估算及经济效益分析
测算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各单项工程投资水平，分析新

能源发电电价，重点对比分析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建成后负

荷用电电价变化情况。

七、环境影响及社会效益分析
针对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的环境影响、环境保护、环境

效益、节能减排和社会效益等进行分析。

八、保障措施
建立项目建设组织方式、协调管理机制和落地举措，明确推

进项目建设过程和运营生命周期内可能出现的调峰能力下

降、负荷停产等各种风险，申报主体应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应对措施，提供自行承担弃电风险及损失、自我消纳自主调

峰承诺书、自行引进负荷承诺书、新能源与负荷同步投产承



诺书等实施细则中要求的各项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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