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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风光储持续高景气，以及近期多地高温限电行情催化。7月以来，虚拟电厂概
念受到市场广泛关注。

一方面，上市公司纷纷布局相关领域，另一方面，虚拟电厂指数自4月底市场回暖
以来涨幅明显，8月24日则曾一度攀至年内高位至7524.94点，区间涨幅超70%。
不过随后又震荡下跌，截至9月1日，虚拟电厂指数报6253.64点，近7个交易日跌
幅超16%。

业内人士认为，尽管国内虚拟电厂技术未完全成熟、商业模式仍未清晰，但随着政
策的持续加码推动，到2030年运营市场规模将超过4500亿元，盈利空间也将进一
步打开，相关投资机会仍值得关注。

何为虚拟电厂？

事实上，虚拟电厂(Virtual Power Plant，简称VPP)并非新概念，最早由ShimonA
werbuch博士于1997年在《虚拟公共设施：新兴产业的描述、技术及竞争力》中
提出。

“虚拟电厂可以理解为将不同空间的可调节(可中断)负荷、储能、微电网、电动汽
车、分布式电源等一种或多种资源聚合起来，针对多元化资源主体通过调度算法实
现自主协调优化控制，参与电力系统运行和电力市场交易的智慧能源系统。”国网
信通股份安徽继远软件有限公司人工智能事业部总经理助理梁翀向记者表示，简单
理解就是虚拟电厂虽不是实体电厂，但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将全国的储能设施联
接起来，对电力进行统一的精细化调配管理，从而优化电力资源使用，避免电力浪
费。

“据国网公司测算，要满足5%的峰值负荷，我国需要投资4000亿元建设火电厂和
配套电网来削峰填谷，而采用虚拟电厂只需500-600亿元。”梁翀表示，虚拟电厂
作为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可实现对大量分布式能源的灵活管控
，通过对电网调度与分布式能源出力的协调控制，既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又促
进分布式资源参与能源市场，是新型电力系统在能源用户侧实现互动化、智能化的
可行途径，对缓解电力紧张将发挥重要作用，市场前景广阔。

据梁翀介绍，当前国外虚拟电厂已部分实现商业化，理论和实践方面在发达国家已
经成熟且各有侧重。其中，美国以可控负荷的需求响应为主，参与系统削峰填谷;日
本侧重于用户侧储能和分布式电源，以参与需求响应为主;欧洲以分布式电源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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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参与电力市场交易。

“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互联网发展战略下，我国电力系统正朝着供能资源
多样化、资源布局分散化、资源类型清洁化的方向发展，整个电网也处于向数字化
、智能化的互联互动转型的过程之中，并且在江苏、上海、河北、广东等地开展了
电力需求响应和虚拟电厂的试点。”梁翀透露，目前国内虚拟电厂还处于初期发展
阶段，以研究示范为主。

多地展开实践

商业模式仍不清晰

今年以来，虚拟电厂相关政策频频出台，全国多地也相继展开实践。

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
指导意见》，指出“构建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市场机制，鼓励抽水蓄能、储能、虚
拟电厂等调节电源的投资建设。”，3月又发布《“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表示要推动储能设施、虚拟电厂、用户可中断负荷等灵活性资源参与电力辅助服
务。

8月26日，国内首家虚拟电厂管理中心——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举行揭牌仪式。
据了解，深圳虚拟电厂已接入分布式储能、数据中心、充电站、地铁等类型负荷聚
合商14家，接入容量达87万千瓦，接近一座大型煤电厂的装机容量。预计到2025
年，深圳将建成具备100万千瓦级可调节能力的虚拟电厂，逐步形成年度最大负荷5
%左右的稳定调节能力。

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国内虚拟电厂迈入快速发展阶段，不过当前
我国虚拟电厂正处于邀约型向市场型过渡阶段，国网信通股份继远软件梁翀认为有
三点需要关注。

第一，虚拟电厂总体处于试点示范阶段，省级层面缺乏统一的虚拟电厂平台。梁翀
介绍，已建的虚拟电厂平台参差不齐，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接口，主要是分散的不同
市场主体自建虚拟电厂为主，未实现与大电网的互动控制。

第二，大部分虚拟电厂试点实现了初步的用户用能监测，但鲜有项目实现虚拟电厂
的优化调度及对分布式能源的闭环控制。梁翀认为，在虚拟电厂控制各种分布式能
源发电设备、储能系统以及可控负荷的过程中，对其协调控制是关键和难点，但目
前该能力还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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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虚拟电厂商业模式仍不清晰，总体处于探索阶段。当前上海主要参与需求响
应、备用和调峰三个交易品种，是国内参与负荷类型最多、填谷负荷比例最高、参
与客户最多的。江苏、广东主要参与需求响应，冀北主要参与调峰为主的辅助服务
市场。梁翀表示，当前虚拟电厂商业模式尚不清晰，更多的是通过价格补偿或政策
引导来参与市场。

上市公司积极布局

板块振幅加剧

随着风光储持续高景气，以及近期多地高温限电行情催化，7月以来，虚拟电厂概
念受到市场广泛关注，上市公司方面也在积极布局。

8月31日，国电南瑞在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中标了多个电力现货
市场试点项目，后续将有力推动公司新能源、储能、负荷侧交易、虚拟电厂、调频
调峰电站等业务的拓展。此外，公司承担的首个省级虚拟电厂——山西省虚拟电厂
运营管控系统已完成试运行。

据了解，目前恒实科技、国能日新、万里扬、北京科锐、东方电子、泽宇智能等多
家上市公司均透露在虚拟电厂领域已有布局。

另一方面，受投资者持续关注，近日智微智能、启迪设计、中国长城、海联讯、天
迈科技、杰创智能、纬德信息等多家公司纷纷回应称，公司暂未有虚拟电厂相关业
务或服务。

二级市场上，虚拟电厂指数自4月底市场回暖以来涨幅明显，8月24日则曾一度攀至
年内高位至7524.94点，区间涨幅超70%。不过随后又震荡下跌，截至9月1日，虚
拟电厂指数报6253.64点，近7个交易日跌幅超16%。

多只成分个股股价振幅亦加剧。如北京科锐股价自4月底市场回暖以来开始震荡爬
坡，8月以来，随着虚拟电厂概念的持续火热开始大幅上涨，截至8月29日，月内股
价涨幅近40%，不过8月30日又开始出现回落，且8月31日、9月1日连续2个交易日
跌停。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短期波动对长期趋势影响不大，虚拟电厂未来市场规模巨大
，从发电端到用电端均有可挖掘的投资机会。

华西证券研报显示，虚拟电厂的主要业务场景包含辅助服务、需求响应、市场化交
易、能效管理。估算到2025年，虚拟电厂的投资建设市场规模将超过300亿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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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年投资建设规模达到105-200亿元;运营市场规模将达到968亿元，2030年将超
过4500亿元。盈利方面，电价是决定虚拟电厂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电价机制改革
不断深入，能为虚拟电厂进一步打开盈利空间。

华创证券研报显示，预计虚拟电厂在今明年有望快速成规模落地。国网区域有望快
速跟进。从已披露公司业绩来看，二季度电网整体增速相对强势，部分公司二季度
呈现加速特征，相对其他版块表现更为突出。“而按照预期来看，二季度仍受疫情
影响，因此我们对三四季度电网信息化相关版块更加乐观。当前估值水平下性价比
突出，建议积极配置。”

民生证券研报显示，电网是双碳改革中坚力量，储能、信息技术等各环节充分受益
。其中，新能源领域的关键信息技术产品开发和应用，虚拟电厂等协调控制系统发
展是关键。双碳趋势下，电网是核心的建设环节之一，相关升级改造需求持续释放
。“十四五”期间电网投资保持高景气，储能、信息化智能化是投资重点。从“发
、输、配、售、用”等环节看，各个环节的领军企业均有望受益。

如果想了解更多实时财经要闻，欢迎关注天天股票基金行情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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