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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上钥匙，一脚油门，宁海县大佳何村
民葛林祥喊上同村伙伴，骑摩托车前往家附
近的抽蓄电站工作。

“来工地工作 3 年了,每个月能拿几千
元，还离家近，好得很！”葛林祥今年 29 岁，
主要负责电站启闭机房、上库管理用房建
设。而在建设期间，宁海抽蓄电站的施工区
域覆盖好几座山头，足足有 300 多公顷，高
峰期有 2000 多名作业人员同时施工，还带
起了石料建材、工程机械、汽车运输、造桥修
路等本地配套产业的热度。

动辄数十亿元的投资，对县域发展而言
如同发动机引擎。根据测算，一座静态投资
70 亿元、装机 120 万千瓦的抽水蓄能电站，
建设期为 6 年至 8 年，每年可完成投资额约
10 亿元，拉动 GDP 约 20 亿元，直接和间接
提供就业4000至4500人，建成后每年为地
方贡献税收超1亿元。

项目建设还能通水通路，带动周边基础
设施提升和文旅业发展。

在安吉县，天荒坪抽蓄电站和长龙山抽
蓄电站位于两座相邻的山上，紧邻两座电站
的大溪村曾是一个交通闭塞的穷山村。天
荒坪抽蓄电站开工后，为把大型设备运输进
山，施工方在村头开凿出一条穿山越岭、通
往杭州的隧道。

“我妈妈很有远见，她说山里要建电站
了，肯定要修路。一家子商量后，回村里开
了这家饭店。”说起当年的决定，大溪村中山

饭店老板娘翁建英笑着
说，“电站建成后游客

越来越多，我们饭店
也火起来了，现在

每 年 能 赚 100
多万元。”不

止翁建英一家，如今的大溪村，已有 200 多
家农家乐、民宿，被誉为“浙北农家乐第一
村”。

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来自外省的特
色烧烤逐渐兴起，如今安吉全县有数十家

“天荒坪烧烤”，成为当地一张响亮的文旅名
片。天荒坪镇“变道发展”，大力发展休闲旅
游业态，以水库为核心，周边形成了大竹海、
藏龙百瀑、江南天池等多个景区，瀑布咖啡、
观星营地、藤原豆腐店机车俱乐部等年轻潮
玩新业态不断涌现。

持续可观的溢出效应，对山区县发展尤
为重要。目前，浙江省 34 个纳规抽蓄项目
中有 22 个位于山区县，不少抽蓄项目成为
央国企与山区县结对的桥梁，大型企业全方
位助力地方发展。

在全域山区县的丽水市，共有龙泉、青
田、云和、庆元、遂昌、松阳、景宁等7座大型
抽蓄电站和紧水滩 1 座中小型抽蓄电站纳
入规划，目前 6 个在建项目总投资约 473
亿元。

眼下，国网新源浙江缙云抽水蓄能电站
500多名作业人员正在加紧施工，首台机组
将在今年底前投产。作为缙云有史以来最
大的单体“百亿级”投资项目，2023 年完成
投资额占缙云县固定资产投资的11.4%。

早在建设之初，这项大工程就将项目开
发和乡村振兴紧密结合。比如投建方与缙
云县政府合资修建42省道缙云县城段改建
工程，将缙云县城至方溪乡的路程从 90 分
钟缩短至 15 分钟，解决了沿线 6 个村庄通
行问题。再如投建方与缙云县方溪乡开展

“蓄能新乡”党建联建，合力打造“共富工
坊”，开展结对助学、医企共建等。依托缙云
抽蓄电站，缙云县还在谋划大洋山区块开
发，打造包含科普、观光、休闲等功能为一体
的复合型电站。

再看衢州，柯城抽蓄电站与江山抽蓄电
站正在建设，与项目同步推进的还有安置房
建设项目。柯城区石梁共富集聚点安置房
建设项目投资超 1 亿元，规划安置 707 人，
预计于 2026 年初陆续交付；江山市碗窑村

移民安置点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7500 万
元，建设46栋建筑物、104户安置房，近

期同步开始市政配套施工，力争在明
年 4 月底完工并交付。届时，山区

村民将搬进平地新社区。
“从助力新能源消纳、促

进华东电网互济保供，到带
动产业链和地方经济发

展，抽水蓄能项目具有
无可比拟的优势。”徐玲

君说。

溢出效应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全国第二。近日，随着位于浙东天台山脉中段的国网新
源宁海抽水蓄能电站首台35万千瓦机组正式投产，浙江抽蓄
电站投产规模达到703万千瓦，稳坐全国第二宝座。

浙江是能源小省，要把发出的每一度电用好用尽，就要依
赖这些“绿色充电宝”。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天荒坪抽蓄电站
起步，全省已投运 5 座抽蓄电站。“十四五”期间，浙江迎来抽
蓄投资建设热潮，全省重点实施项目17个，总装机2170万千
瓦，目前投产和在建的抽蓄装机量位居全国第一。

这些抽蓄电站不仅服务浙江电网，还有近一半支持长三
角各省市。2023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华东抽水蓄
能基地”，加快抽蓄电站建设步伐。当下，浙江抽蓄电站如何
发挥电力保供和区域带动作用？在浙抽蓄产业链上下游有何
突破？记者进行了深入探访。

宁海抽蓄电站藏在大佳何镇茶山林场的深处。从空中俯
瞰，一高一低两个800多万立方米库容的大水库镶嵌在青山间。

“在全省用电低谷时，机组可以用多余的电力从下水库抽
水至上水库，把电能转换为势能储存起来，在用电高峰时再放
水发电，实现能量的时空转换。”国网新源浙江宁海抽水蓄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继慧介绍。

“绿色充电宝”的容量非同一般。宁海抽蓄电站总装机容
量 140 万千瓦，安装 4 台 35 万千瓦发电机组，明年全部建成
投产后，年平均发电量将达到14亿千瓦时，抽水电量18.67亿
千瓦时。

眼下，全国各地大规模发展新能源，但光伏、风电发电受
天气影响，具有间歇性、波动性，对电网供需平衡发起挑战。
尤其在夏冬季，用电需求旺盛，如果能把午间多余的光伏电、
夜晚多余的风电存起来，在早晚高峰期再释放满足需求，就能
提供更加经济环保的电力。

凭着快速度、大容量的充放电功能，抽蓄电站成为理想的
电力系统“调节器”。2020 年国家启动抽水蓄能电站中长期
发展规划，被许多业内人士视为一个关键节点。在各地加力
建设抽蓄电站中，广东省因起步最早，目前已投运的抽蓄装机
总规模最大。浙江在此轮纳入规划的项目最多，紧随其后。

“浙江是全国抽蓄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中国电建华
东勘测设计研究院能源水利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徐玲君说，多
年来她全程参与了全省抽蓄规划工作。抽蓄电站的选址颇有
一番讲究，比如要尽可能找到地形条件较好的上、下水库，这
能节约巨大的人工开挖成本。上、下水库间要有适中的“距

（离）高（差）比”，太陡则施工难度大，太远则输水系统长，必须
找到安全性和经济性之间的平衡。

相比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浙江距高比较小、地质条件良
好。更重要的是，浙江处在全国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电力负荷
中心，系统需求大、基础设施全、产业链齐备，相比其他区域建
设成本更低；除了新能源发电，浙江还有大规模的外来电力输
入，也需要调节资源支持，一系列利好因素造就了“能源小省”
的抽蓄大市场。

目前，全省已建成安吉天荒坪、天台桐柏、仙居、奉化溪
口、安吉长龙山 5 座抽蓄电站，还有 17 座抽蓄电站在建，将在
近5年迎来集中投产。

相比浙江抽蓄的异军突起，长三角区域内的上海、江苏因
地势平坦，站点资源较少。从天荒坪抽蓄电站开始，浙江就负
责支援上海全部和江苏绝大部分的抽蓄需求，多座抽蓄电站
受华东电网统筹调度，在前5座668万千瓦装机总量中，外送
规模就达到了304万千瓦。

“华东抽水蓄能基地”这一概念由来已久。从2016年开
始，丽水市组织研究相关课题，摸排山区点位，计划打造华
东抽水蓄能基地。2022年，省发改委在《浙江省加快山
区26县清洁能源发展助力共同富裕专项行动方案》中
进一步提出，打造“安全保障强、生态保护好、经济
指标优”的华东抽水蓄能基地。

不过，丽水距离长三角电力负荷中心较
远，本地电网比较薄弱，电力输送受限，成
本也较高。从定位上看，浙西南山区的
抽蓄电站以省内消纳新能源、调节运
行等功能为主；处于“长三角之心”
的浙北地区则更有外送优势，
2022 年长龙山抽蓄电站投运
后，安吉境内总装机达到 390 万
千瓦。

近两年，杭州建德、温州泰顺、金
华磐安等抽蓄电站陆续开工，全省多点
开花。预计到 2035 年，全省建成抽蓄规
模达到 2838 万千瓦，不仅有力支撑了省内
对抽蓄的需求，还可以为长三角区域其他地方
提供支援，促进长三角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

17座电站未来5年集中投产17座电站未来5年集中投产

项目开工一片火热，有力带动了抽蓄产
业链上下游发展。在民营经济大省浙江，民
企为国资集聚的重投资领域注入活力。

今年1月，浙富控股和三峡集团签订浙
江松阳抽蓄电站主机供货合同，实现抽蓄业
务从 0 到 1 的突破。在最核心的水轮发电
机组设备制造环节，这家浙江民企跻身全国
前三，成为唯一一家民营生产厂商。

“我们原本就做水电站的水轮发电机
组，和抽蓄机组的技术相通，只是需要实现
机组的双向旋转。”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杨柯介绍。

在水电领域，央企东方电机和哈尔滨电
机是当之无愧的双巨头，早年间通过“市场
换技术”与外资企业合作，已具备成熟的抽
蓄机组制造能力。为了紧跟发展形势，浙富
控股在2012年投入近6000万元，与国际领
先企业签订抽蓄技术引进协议，并组建了自
主研发团队。

不过，招投标往往设置有投产经验等门
槛，相较两家央企，“零履历”让浙富控股频
频受挫。2021 年，企业领导看到国家中长
期规划带来的市场空间，再也坐不住了。他
们通过省人大代表提交《关于激发浙江市场
主体活力，打造我省抽水蓄能产业竞争新优
势的建议》提案，此事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
密切关注。打造浙江抽水蓄能设计、施工、
装备制造黄金产业链，重点发展浙江高端装
备制造业，特别是浙江抽水蓄能装备制造
业，成为政企共识。

大半年里，省能源局多次带队推介企业，
三峡集团也有意开拓合作伙伴。凭着水电行
业和抽蓄技术的积累，2022年，浙富控股与
三峡建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机会来之不
易，在松阳抽蓄电站项目的前期阶段，浙富控
股投入1000多万元开展研发，并邀请中国水
力发电学会组织专家进行技术评审鉴定。

“这次合作提升了企业知名度，业内门
槛逐渐放宽为‘有履约经历’，向我们开启了
大门。”杨柯表示，抽蓄业务已经成为浙富控
股重要的增长点，今年目标合同金额达到

25亿元，同比增长约25%。
在下游投资开发环节，浙江抽蓄电站投

资主体呈多元化发展。电力调度是电网企
业的“老本行”，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所属公
司已投运的抽蓄电站在全国的比重达到
80%左右。而在浙江，国家电网控股的在建
或投运抽蓄电站仅占 50%，华电集团、三峡
集团等一批能源央企，浙能集团、杭钢集团
等省属国企纷纷入场。

位于浙江的央企分公司也来分一杯
羹。如以规划设计为主业的中国电建华东
勘测设计研究院，在 2021 年参与投资并控
股景宁抽蓄电站。2022 年 6 月，国网浙江
电力成立了抽水蓄能分公司，主导紧水滩和
柯城两座抽蓄电站建设。“国家中长期规划
发布后，一系列政策文件保证的兜底收益，
推动了市场主体踊跃加入。”国网浙江浙电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抽蓄分公司前期部副主
任王贯华说。

抽蓄电站投资建设成本较高，运营期还
会产生抽发损耗成本。政策明确了两条收
益渠道：一是按照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容
量电价，也就是“投资即获益”；二是规定抽
水电价低于放水发电后的上网电价，以此帮
助抽蓄电站疏导损耗成本并获得合理收益。

这样的市场红利吸引到两家民企入
局。今年9月，浙江建德协鑫抽水蓄能电站
全面开工，该项目由江苏民企协鑫集团投资
建设，总投资约为 125 亿元。今年 7 月，由
浙江民企万里扬集团投资的江山抽蓄电站
开工建设，总投资达到82.6亿元。

从金华土生土长的万里扬集团以变速
器、壳盖等汽车零部件为主营业务，近些年
从原有的电力业务切入到清洁能源赛道，江
山抽蓄电站是集团第一次投资抽水蓄能项
目，也是其单体投资最大的新能源项目。“要
加快能源科技、绿色能源业务的发展步伐。”
公司董事长黄河清在内部讲话中曾表示，要
坚持以提供灵活调节能力为核心进行技术
创新，在新兴市场保持机敏的嗅觉，善于挖
掘新的市场机会和盈利增长点。

民企国企齐参与有利激活市场

缙云抽水蓄能电站发电机组。

“十四五”期间全省重点

实 施 项 目 17 个 ，总 装 机

2170万千瓦。

宁海抽蓄电站首台投运后，浙江抽蓄电站

投产规模达703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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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富控股水轮浙富控股水轮
发电机组生产车间发电机组生产车间。。

国网新源浙江宁海抽水蓄能电
站首台发电机转子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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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受访者提供国网新源浙江宁海抽水蓄能电站上、下水库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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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5 座已投运电站共 668
万千瓦装机总量中，外送规模达

到304万千瓦。

浙江省 34 个纳入规划

的抽蓄项目中，有22 个位于

山区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