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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同比增超 210%——

““ 超 级 充 电 宝超 级 充 电 宝 ””扩 容 出 新扩 容 出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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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数据

局综合司印发《数字经济 2024 年工作要点》，

提出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深入推进

信息通信网络建设，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

力网，全面发展数据基础设施。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也强调加快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体

系。显然，这是要加强算力资源高效调度，推

动跨区域、跨机构等互联互通，打通算力网络

“最后一公里”。

算力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简

而言之，算力就是计算能力。算力水平说明

数据处理能力的强弱，决定着人工智能发展

速度和深度。当前，人工智能不断掀起浪潮，

算力已成为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布局重点，

甚至成为某些国家遏制他国发展人工智能的

撒手锏。算力还有明显的赋能作用，根据测

算，一个国家算力指数提高，数字经济和 GDP

也会随之增长。可以说，算力是数字经济的

底座，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首先应是东中西部

一体化协同的算力网。与“南水北调”“西电

东送”一样，我国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目的

在于用好算力生成资源丰富、成本更低的西

部，实现东西算力均衡布局，优化算力成本，

推动数据中心绿色低碳发展。但在实践过程

中却面临传输成本高、资源对接协同难、设备

跨厂商互通难等问题。算力流动顺畅，才能

形成一体化算力网。这有待加强关键技术攻

关，研发算网云调度系统，建立算力标识体

系，完善算力互联互通标准规范等。还有必

要打造全国一体化的算力调度平台体系，联

通区域级、省级、市级算力调度平台，促进算

力资源跨地区、跨行业高效调度，下好全国

“一盘棋”。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应是多种算力一体

化布局的算力网。算力可以简单分成通用算

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相应支撑的是基础

通用计算、人工智能计算和科学工程计算。

我国算力总规模居全球第二位，但从结构看，

通用算力占了大半。且随着人工智能和社会

数字化转型快速发展，智能算力的缺口越来

越大。因此，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仅要

整合优化全国的算力资源，满足各领域计算

需求，更要优化算力结构，不断提升智能算力

比例，提高人工智能“智商”。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也应是计算、网络和

存储协同发展的算力网。发展算力离不开存

力和运力协同支撑，想要提升计算能力，数据

存储能力、网络运载能力缺一不可。我国已

显 现 出 算 力 与 存 力 、运 力 发 展 不 平 衡 的 问

题。比如，东数难以西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数据传输难。此外，我国数据量增速惊人，

但存力却远远跟不上。要实现算力、存力、运

力高效协同发展，需加强顶层设计，优化三者

比例，提升算力综合供给能力；还要加强技术

创新，推动数据处理各环节实现高效率、低成

本、高智能。

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根本目的在于

降低算力使用成本和使用门槛，赋能千行百

业转型升级，激发新质生产力。一体化才能

按需高效调度全国范围内的算力资源，提升资

源利用效率，避免重复建设，实现规模化、集约

化；一体化还能推动数据、算力、算法等相关产

业从东部向西部流动，让数据流带动技术流、

资金流、人才流，打通东西部数字产业大动脉；

一体化也将打破不同行业、区域、机构之间的

数 据 藩 篱 ，实 现

互 联 互 通 ，激 活

数 据 要 素 价 值 ，

赋能各行各业。

构建全国一

体化算力网是关

键 一 步 ，也 是 大

势 所 趋 ，将 为 新

质生产力开辟更

广阔空间。

近来，国内鸡蛋期货价格

显著反弹。大连商品交易所鸡

蛋 2409 主力合约自 4 月 16 日

最低 3723 点，一路上行到 5 月

8 日最高 4145 点，短期涨幅达

11.33%。历来期货走势先于现

货行情，这是否意味着持续低

迷的鸡蛋价格要向上反转呢？

“虽然最近期货价格反弹

了，但是鸡蛋价格并不具备持

续上涨的基础。”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

究员朱宁说。

从现货价格看，据农业农

村 部 监 测 ，“ 五 一 ” 假 期 之

前，鸡蛋批发价从 4 月 23 日的

8.11 元/公 斤 ， 上 涨 至 4 月 29

日 的 8.21 元/公 斤 ， 涨 幅 为

1.23%。假期之后，鸡蛋价格

维持震荡运行状态，短期内恐

难有大升幅。主要原因在于，

近期全国在产蛋鸡存栏稳中略

增，叠加在产蛋鸡产蛋率回

升，鸡蛋市场供给保持高水

平。而鸡蛋消费则没有明显改

善。鸡蛋保持供大于求局面，

蛋价不仅不具备持续上升的市

场基础，反而仍然存在下行

压力。

5 月 3 日，北京新发地农产

品批发市场鸡蛋批发平均价格

为 7.09 元/公斤，比 4 月 26 日的

7.20 元/公斤下降 1.53%；比去

年同期 5 月 3 日的 9.66 元/公斤

下 降 26.60% 。 周 环 比 小 幅 下

降，年同比大幅下降。

“上周鸡蛋价格回落，与此

前预测一致，就是节前价格上

涨，节后回落。”北京新发地农

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

通说。

刘通表示，今年 4 月份以

后，蛋价一直保持低位运行

状态。蛋价低迷，并不是需

求不旺造成的。最近一个多月鸡蛋的销量比去年同期

增长了 15%左右，主要原因是低价格刺激了消费。特

别是在猪肉价格有所回升后，部分对猪肉的消费需求

转移到对鸡蛋的需求上来。然而，需求增长幅度仍然

不及鸡蛋产能增长幅度。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商户一般都与养鸡场签有购销合同或者供销协议，以

前养鸡场存栏量一般在几万只到几十万只，但是最近

几年，蛋鸡存栏量两三百万只的规模养鸡场已经发展

起来了。大规模养鸡场实行自动化养鸡，除了前期投

入 较 大 外 ， 后 期 运 营 成 本 比 较 低 。 规 模 养 鸡 场 的 加

入，对中小养鸡场冲击较大。

鸡蛋价格低迷，蛋鸡养殖行业盈亏情况怎样呢？

朱宁表示，今年春节以来，鸡蛋价格持续震荡下

行，蛋鸡养殖行业经营压力较大。好在目前蛋鸡饲料及

原料价格稳中有跌。不过，春季蛋鸡采食量增加，鸡蛋

饲料成本也在增加。根据测算，春季每公斤鸡蛋饲料成

本增加约 0.07 元。鸡蛋价格近期虽有短暂反弹，但整体

仍呈现震荡下行趋势，4 月份每公斤鸡蛋出场价环比下

跌 0.2 元。综合来看，蛋鸡养殖仍处于亏损期。

关于后市，朱宁认为，从短期看，全国在产蛋鸡存栏

稳中略增，鸡蛋市场供应充足。鸡蛋消费则因气温升高、

南方降雨量增加，不利于储存，抑制了经销商采购积极

性，市场走货速度放缓，而且端午节提振作用有限的可能

性大，终端需求整体不佳、较为平淡。预计鸡蛋价格震荡

偏弱运行，蛋鸡养殖将继续亏损。

朱宁表示，不过再往后看，蛋价止跌回涨或将出现

在 7 月中旬，涨势延续到 9 月，主要原因在于高温天气

下，蛋鸡进入歇伏期，在产蛋鸡产蛋率及蛋重双降，而

鸡蛋消费则进入传统旺季。预计鸡蛋价格在三季度将呈

现季节性上涨。在蛋价上涨的推动下，蛋鸡养殖将扭亏

为盈。

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型储能驶

入发展快车道。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数

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已建成

投运新型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达 3530

万千瓦/7768 万千瓦时，较去年一季度末

增长超 210%。

新型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

要技术和基础装备，也是实现“双碳”目标

的重要支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

提出“发展新型储能”。当前工作进展如

何？产业痛点怎样破解？

集中式大型化趋势

走进“百里风区”——新疆哈密市伊

州区十三间房，一座座白色风电塔筒扎根

戈壁深处。随着新疆单体规模最大的风

储一体化项目首台风机日前成功并网发

电，每年预计可贡献绿电约 30 亿千瓦时。

“当有大风来临、电网无需多余电时，

可以把这里想象成一个‘超级充电宝’。”

中国船舶集团哈密中船泰巽新能源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潘进东告诉记者，作为当地

配置储能最大的风电场，哈密十三间房百

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能将多余的电吸

收到储能电站，之后再将电送入大网，可

有效缓解错峰用电压力，有力推动绿电保

供和降碳转型。

新型储能是指除抽水蓄能以外的新

型储能技术，包括新型锂离子电池、飞轮、

压缩空气储能等。“双碳”目标下，我国新

能源发电量占比不断提升，电力系统对新

型储能的需求越发强烈。根据我国绿色

能源生产能力进行测算，2030 年我国能源

消费总量需要控制在 60 亿吨标煤以内。

届时，新能源装机有望超过 17 亿千瓦，成

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种。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二级巡视员

赵莉表示，当前，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新型储能发展得到高度重

视，通过推动技术创新试点示范、强化新

型储能调度运用等措施，推动新型储能多

元化发展与多场景应用。

从装机规模看，新型储能电站逐步呈

现集中式、大型化趋势，其中 10 万千瓦以

上的项目装机占比 54.8%，1 万千瓦至 10

万千瓦的项目装机占比 38.5%，不足 1 万

千瓦的项目装机占全部装机 6.7%。从储

能时长看，全国新型储能项目平均储能时

长 2.2 个小时，储能时长不足 2 个小时的

项目装机占全部装机的 12.9%，2 个小时

至 4 个小时的项目装机占比 74.6%，4 个小

时以上的项目装机占比 12.5%。

我国西北地区风光资源丰富，新疆、

内蒙古等地已成为全国新型储能发展最

快的地区。数据显示，西北地区目前已投

运 新 型 储 能 装 机 1030 万 千 瓦 ，占 全 国

29.2%，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分别以 25.3%

和 17.5%的占比位列其后。

技术试点全面展开

300 兆瓦等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成功

并网、全国产化液流电池隔膜迎来扩产、

单 体 兆 瓦 级 飞 轮 储 能 装 置 投 入 使

用⋯⋯一系列技术实现新突破，我国新型

储能技术迈入世界先进水平。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

副司长边广琦介绍，新型储能涵盖电化

学、压缩空气、飞轮、重力储能等多种技术

路线。由于各类技术路线的储能功率、时

长、响应速度等特性各不相同，对应的应

用场景也有所差异。需结合电力系统中

实际应用需求，鼓励新型储能技术多元化

发展。

“适应能源转型需求、提高电力系统

稳定性、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提升

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等因素共同构成了推

动新型储能多元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日

前举行的能源战略与民营经济论坛上，国

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副

院长吕盼分析，到 2030 年，预计新疆电力

缺口将超 800 万千瓦，需充分发挥新型储

能响应速度快、调节精度高、布局灵活、建

设周期短等优势，以有力支撑电网运行。

试点工作正紧锣密鼓展开。今年年

初，国家能源局以公告形式正式发布 56

个新型储能试点示范项目名单，涵盖目前

工程应用的主要技术路线，包括 17 个锂

离子电池、11 个压缩空气储能、8 个液流

电池、8 个混合储能、3 个重力储能、3 个飞

轮储能、2 个钠离子电池、2 个二氧化碳储

能、1 个铅炭电池、1 个液态空气储能。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试点围绕多元化

技术路线展开，其中锂离子电池储能项目

数量占全部项目的 30%，其他各类技术路

线和混合储能项目数量占比为 70%。边

广琦表示，开展新型储能试点示范工作是

促进新型储能技术产业进步的重要抓手，

要发挥好试点示范项目的示范带动效应，

促进各类技术进步。

在项目管理上，要持续跟踪项目建设

进度，严控施工质量，保障示范项目安全

有序实施。此外，要加大示范项目专项政

策研究与支持力度，协调解决项目面临的

问题，及时总结示范项目取得的先进经

验，确保试点示范工作取得预期效果。

在资金保障上，要加大投入保障，确

保示范项目按期投产，同时要严格按照申

报方案实施，遵守新型储能项目管理相关

制度，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加强系统运行

维护，及时编写示范项目验收报告，并定

期通过全国新型储

能大数据平台报送项目

建设运行等工作情况。

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随着政策和管理体系不断建立健全，

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的“四梁八柱”已初步

构建。但由于产业整体尚处于发展初期，

各类技术路线的成熟度之间存在差异，加

之商业模式与电价机制仍有待完善，部分

储能利用率较低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此前，《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

的指导意见》《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暂

行）》《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

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等文件曾对相关

工作作出部署。为进一步优化调度运行

机制，今年 4 月，《关于促进新型储能并网

和调度运用的通知》正式印发，推动新型

储能高效调度运用有了细化指南。

“明确调度管理范围，是新型储能科

学合理调用、提高利用率的前提。”边广琦

告诉记者，本次出台的《通知》对接入电力

系统并签订调度协议的新型储能进行了

规范，明确了各单位关于新型储能并网和

调度运用的职责，更好发挥管理合力；在

具体落实上，围绕管理和技术两大着力

点，对电网企业、电力调度机构、新型储能

项目单位提出相关要求。

从管理措施看，在规范并网接入的同

时，要进一步优化调度方式，并加强运行

管理。从技术要求看，一方面要规范接入

技术要求，新型储能接入系统应符合电力

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要求，完成相应性能试

验及涉网试验；另一方面明确调用技术要

求，鼓励存量电站改造。此外，还要推动

调控技术创新，加强新技术研发应用。

边 广 琦 表 示 ，下 一 步 ，将 不 断 完 善

新 型 储 能 政 策 体 系 ， 鼓 励 科 技 创 新 ，

持 续 推 动 新 型 储 能 技 术 产 业 进 步 ， 不

断 引 导 各 类 储 能 科 学 配 置 和 调 度 运

用 ， 促 进 新 型 储 能 调 节 作 用 发 挥 ， 支

撑 新 型 能 源 体

系 和 新 型 电 力

系统建设。

打 通 算 力 网 络 最 后 一 公 里
□ 按需高效调度全国范围内的算力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规模

化、集约化；

□ 推动数据、算力、算法等相关产业从东部向西部流动，打通东西部数

字产业大动脉；

□ 打破不同行业、区域、机构之间的数据藩篱，实现互联互通，赋能各行

各业。

蛋价仍呈震荡下行趋势

本报记者

黄俊毅黄俊毅

建设高标准农田藏粮于地
本报记者 李和风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截至 3 月底，今年各地完成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面积约 1000 万亩、开工在建面积约 4435 万亩。“今年以

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加强政策和资金保障，

强化全程监管，提高工程质量，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进

度。”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我国人多地少，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

给，必须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全力提升耕地质量。农业农

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史鹏飞认为，建设高

标准农田是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和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

抓手。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0 亿亩

以上，项目区农民的农业收入因生产条件改善而增加。

要实现“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目

标，未来仍有不少建设增量。同时，建设高标准农田具有

明显的“乘数效应”——拉动建筑业及其相关产业投资增

长，增加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并通过扩大消费实现经

济永续发展。

建设高标准农田可以增加粮食作物单产、促进边缘

土地利用、推动种植结构向机械化水平更高的粮食作物

调整，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发展创造条件，帮

助农民实现多渠道增收。以黑土地保护性耕作为例，吉

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近年来坚

持推广以秸秆覆盖还田、少耕免耕为主要内容的保护性

耕作模式，农田平均每公顷玉米产量由 2 万斤增产到 2.6

万斤。

建设高标准农田离不开资金保障。财政部副部长王

东伟介绍，中央财政强化资金政策保障，今年农业生产相

关资金已经下达，支持实现全年农业生产开门红。将加

大资金投入，指导地方用好 2023 年底增发的 2249 亿元国

债资金，高质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灌区改造提升等

项目；提高补助标准，将中央财政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亩

均补助标准由 1300 元提高到 2400 元，同时取消地方对产

粮大县的资金配套要求。

陈邦勋介绍，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加强工作指导，

强化跟踪调度，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补齐农田

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农田稳产高产、防灾减灾能力。抓好

新建和改造提升，督促各地积极组织修复灾毁农田。

耕地质量提升是一个慢变量，需加强全过程监管。

陈邦勋表示，要做好前期工作，科学合理设计项目，规范

开展招投标，压实施工方、监理方责任，确保施工质量。

抓好项目验收，严格落实项目竣工验收办法各项规定，有

问题的一律不予通过验收，对存在严重工程质量问题的，

追究相关责任。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还将研究完善高标准农田工程

设施管护办法，督促指导地方落实管护主体、责任和资

金，建立健全日常管护和专项维护相结合的工程管护机

制。鼓励各地利用专业化、社会化等力量因地制宜建立

管用有效的管护模式，探索发挥保险等专业机构优势，

提高管护水平，持续发挥高标准农田效益，做到建一

块、成一块。此外，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编制同样

重要。

目前，农业农村部正会同有关部门编制逐步把永久

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将分区、分类、

分标准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有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本版编辑 陶 玙 美 编 倪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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