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碳”目标下，“新能源配储”或成能源转型方向
■TMT快报

目前，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安全高效的新型电力
系统已经成为实现“双碳”战略的重要举措。

在日前由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和厦门大学中国能
源政策研究院主办的第三期“‘双碳’目标下电力低碳保供策
略与政策研究系列研讨会”上，与会嘉宾认为，电力系统技术
创新及配套政策支持的范围应该从过去的源、网技术为主向
源、网、荷、储全链条延伸，并与气象预测、智能数字化技术进
行深入的融合，通过高效低碳电源、智能输配网、需求侧资源
以及储能等手段，实现电力系统的低碳转型和可靠供应。“新
能源配储”或成为能源转型的一个方向。

储能商业路径已清晰

储能是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的关键。据南方电网高级工程师刘小龙
介绍，作为新型电力系统主体的新能源发电方
式具有随机性、间歇性和波动性，而储能具有
能量平移、可控充放的特性，能够弥补灵活性
资源的不足。

“目前，储能的运营场景主要分为发电侧，
电网侧，用户侧，其中用户侧储能的商业模式
是最清晰的。”刘小龙介绍道，“用户侧储能通
过分时价差套利获得收益，这也是目前用户侧
储能实现盈利的主要方式，另外，针对部分场
景还可以进一步挖掘用户侧储能在需求侧响
应和需量管理上的盈利潜力。”

在电力系统中，储能需要找准自身的潜力
空间。“在新能源消纳出现阻塞和峰谷电价差
异显著的区域，储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国
网福建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电网规划中心主
任研究员林毅说。

针对新能源配储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争议，
宁德时代储能事业部经理程厚响认为，“新能
源配储”是能源转型的一个方向，也是清洁能
源大规模应用的前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
新能源发电消纳，让储能起到灵活性调节的作
用。但目前储能的商业模式还不完善，经济性
有待提高。

“未来，随着新能源装机比例提升和煤
电比例下降，‘新能源配储’势在必行。”程

厚响说。
对于储能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争议，程

厚响表示，这和整体电力市场机制是相关的。
在完全市场化的电力市场，储能系统的收益很
高。国外运营较好的储能独立电站的投资回
报周期约为三到五年。在这方面，国内电力市
场仍有待提升。

此外，当谈到储能与“双碳”目标的关系
时，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院院长林伯强表
示，储能可以嵌入到“零碳”建设的各个环节。
“零碳”建设包括零碳企业、零碳园区、零碳城
市。其中，零碳城市建设是零碳省份建设的基
础，零碳城市建设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
重大意义。

价格机制有待健全

在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中，如何唤醒用户
侧灵活资源是一个关键问题。

对于电力系统发展，浙江大学电力经济及
信息化研究所所长文福拴认为，要从多形态灵
活资源挖掘与调控、灵活性资源充裕度评估与
提升，以及配套市场交易机制等方面开展系统
研究与应用。此外，需要以灵活资源聚合调控
与市场化交易机制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和提
升电力市场运营活力，支持能源的安全、经济、
清洁运行。

当谈及我国电网的优势以及目前面临的
潜在冲击时，文福拴表示，我国电网优势主要

是源于政府投资，投资量大，对投资收益率要
求不高、而且注重电网运行的可靠性。

“随着新能源发电的渗透率逐步提高，需
要建立辅助服务市场，现行的两个辅助服务细
则所提供的支持力度是不够的。”文福拴说。

记者从研讨会了解到，负荷侧存在的潜力
资源是目前电力系统需要重点突破的地方。

“空调负荷、电动汽车、储能这三部分的可
挖掘潜力比较大。工业负荷相对反应较慢，不
适合用于对响应时间要求比较高的调频服
务。负荷侧目前的重点需求是市场机制的完
善。”文福拴说。

针对负荷侧优质资源的技术与运行机
制这一议题，林毅表示，目前福建省主要负
荷侧资源项目主要是针对商业楼宇的降温
负荷。空调降温负荷能够达到总负荷的
35%，未来潜力极大。而负荷侧优质资源的
发展需要从实践上深化对可调节资源的预
测，从机制上建立健全相关负荷侧资源的价
格机制。

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目前已经在电力系
统源、网、荷、市场等各个方面得到了广泛应
用、在变电站设备运维和无人机巡线等多个
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据文福拴介绍，总
体而言，电力系统中无严格数学模型的问题
更适合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比如电力系统负
荷预测、风光发电出力预测和电力市场价格
预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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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昨日公布2023年上半年软件业经济
运行情况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以下简称软件业）运行态势平稳向好，软件
业务收入增长加快，利润总额保持较快增长，软
件业务出口降幅收窄。

从总体情况来看，软件业务收入增长加快。
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55170亿元，同比增长
14.2%。

利润总额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软件业利
润总额6170亿元，同比增长10.4%。

软件业务出口降幅收窄。上半年，软件业务
出口241.8亿美元，同比下降2%，其中，软件外包
服务出口同比增长8.2%。

分领域运行情况看，软件产品收入小幅提
升。上半年，软件产品收入12959亿元，同比增长
11.7%，占全行业收入的比重为23.5%。其中，工业
软件产品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12.8%。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增长加快。上半年，信息
技术服务收入36687亿元，同比增长15.3%，在全
行业收入中占比为66.5%。其中，云计算、大数据
服务共实现收入5515亿元，同比增长16.5%，占信
息技术服务收入的比重为15%；集成电路设计收
入1349亿元，同比增长3.7%；电子商务平台技术
服务收入4762亿元，同比增长6.1%。

信息安全收入两位数增长。上半年，信息安
全产品和服务收入856亿元，同比增长10.8%。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4667亿元，同比增长14%。

分地区运行情况看，东部地区软件业收入加
快增长，中部地区增势突出。上半年，东部地区
完成软件业务收入45720亿元，同比增长14.6%，
增速较1-5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完成
软件业务收入2732亿元，同比增长16.1%，增速较
1-5月份提高0.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完成软件业
务收入5598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较1-5月
份提高0.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
入1121亿元，同比增长14.1%，增速较1-5月份提高
0.3个百分点。四个地区软件业务收入在全国总
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82.9%、5%、10.1%和2%。

主要软件大省收入占比小幅提升。上半年，
软件业务收入居前5名的省份中，北京市、广东
省、江苏省、山东省、上海市软件收入分别为
12259亿元、9730亿元、6598亿元、5675亿元和
4507亿元，分别增长19%、14.7%、8.1%、16.6%和
20.2%，五省（市）合计软件业务收入38769亿元，
占全国比重为70.3%，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0.9个
百分点。 综合

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14.2%

根据科技巨头英特尔公司近日的一份公告，
其与咨询公司埃森哲合作推出了34款开源人工
智能（AI）参考套件，这些参考套件旨在简化和加
快数据科学家和开发人员部署AI的过程。

每组套件都包括模型代码、训练数据、机器
学习途径说明、数据库和oneAPI组件（oneAPI是
由英特尔推出的一个跨平台的、开源的软件开发
工具集和编程模型）。套件的易用性很高，无论
是在本地、云还是边缘计算，都可以优化AI。

英特尔副总裁兼人工智能与分析事业部总
经理李炜表示：“英特尔AI参考套件为数百万开
发人员和数据科学家提供了一种简单、高效且经
济高效的方式，可以在健康和生命科学、金融服
务、制造业、零售和许多其他领域构建和扩展其
AI应用程序。”

“参考套件使用英特尔AI软件组合的组件，
并以开源的、基于标准的oneAPI多架构编程模
型为基础构建的。”李炜表示。

那么，使用这些AI套件的效果如何？开发人
员可以更顺利地将AI引入到他们的应用程序中，
支持他们的智能解决方案，并更快地部署一切。
这就像“走快车道”，而不是传统的模型开发工作
流程。

并且，这些套件并不是一刀切的，它们已经
被预先配置以满足一系列行业的特定需求。因
此，无论是消费品、能源、公用事业、金融服务、健
康和生命科学、制造业、零售业、电信业，还是其
他行业，都有其特定的AI套件，共34款。

举例来看，其中一组套件是为企业会话AI聊
天机器人交互而设计的，用户在批处理模式下的
推理速度提高了45%；另一组套件是为生命科学
领域的自动视觉质量控制检查而设计，在视觉缺
陷检测方面，其训练速度可提高20%，推理速度
可提高55%；对于公用事业公司，在特定的AI套
件的加持下，公用事业资产健康状况的预测准确
性提高了25%。

这些AI参考套件的神奇之处在于将潜在的
开发时间缩短，从几周缩短到几天。开发人员和
数据科学家可以更快、更经济地训练模型，而不
受专有环境的限制。

埃森哲董事总经理JohnGiubileo表示：“与
英特尔在这些AI参考套件上的合作，提高了我们
客户在AI工作负载的生产效率。” 据财联社

加速人工智能开发
英特尔推开源套件

AIAI撑不起大盘撑不起大盘 台积电吹台积电吹““冷风冷风””
市场都在等待看到台积电传递出好消息，但

似乎事与愿违。
近日，英伟达、英特尔、AMD等主要美股出现

股价大跌、主要手机产业链公司股价同样承压。
生成式AI浪潮无法拯救台积电的业绩，已

经在今年第一季度财报中显示出来，二季度的业
绩证实了这一趋势。

这是因为从业绩大盘来看，虽然HPC（高性
能计算）已经稳稳取代智能手机，成为支撑台积
电超过四成的业绩核心，但AI占HPC业务的比
重依然较小；占据业绩比重33%的智能手机市场
消费依然不见明显回暖，这些都成为业绩的明显
拖累。

此外，近期市场消息显示，有部分晶圆代工
厂商再度进行了变相降价行为，侧面印证出当前
晶圆代工行业普遍面临着承压行情。

台积电方面指出，客户侧的库存调整将持续
到三季度，到第四季时IC设计客户的库存表现将
更为健康。

Counterpoint研究副总监 BradyWang分
析，到目前为止，晶圆代工厂在今年内的订单已
经基本确认完毕，因此台积电对全年业绩做出下
调动作。“晶圆代工厂已经在开始洽谈明年的订
单，但台积电在第二季度法说会传递的讯息是：
2024年的需求也可能不如预期，还在观察2024
年下半年是否向好。”

汽车业务减速

今年第二季度台积电的业绩中，几乎所有占
据高业绩支撑的业务部分都出现了环比下滑。

HPC、智能手机、IoT三大业务在今年第一和
第二季度合计共支撑台积电约85%以上收入业
绩，但这三大类业务，在今年前两个季度，均出现
环比下滑。

不过相比今年第一季度，二季度的这三大业
务环比下滑幅度收窄。但此前持续高成长的汽
车（Automotive）业务（2022年74%年增速），在一
季度增幅收窄（环比增长5%），二季度环比增幅
继续收窄（环比增幅3%）。

纵观第二季度，台积电业绩环比成长最高的
是此前“低调”的DCE业务（业绩占比3%），环比增
速25%；唯二环比增长的业务便是DCE和汽车。

据台积电财报介绍，DCE业务即数字消费电
子（DigitalConsumerElectronics），包含T-Con、
PMIC、WiFi芯片等。

Brady表示，DCE业务的产品主要有机顶盒、

智能电视等应用场景，不同产品的份额并没有被
具体公开过。

“可以看到，大部分并没有明显的消费上升
表现，DCE其中提及AI-enabledsmartdevices，
我们推测可能是这部分与AI业务相关，相应推
动了DCE业务成长。当然这个推测未必正确。”
他指出，DCE一直以来占台积电的收入份额都不
高，因此其中某一项业务的突然成长，都可能带
动整体DCE业务部分的上升。

近两个季度以来，汽车业务的成长性在持续
缩减。Brady分析认为，这应该属于短期现象，并
不意味着汽车市场的发展来到转折点。

“随着特斯拉单价下调，今年以来国内新能源
车市场内卷比较严重。我们分析，新能源车的成
本降低速度跟不上消费者需求，导致目前来看，对
电动车的转换需求依然很高，但部分受关注车型
的成本依然很高。”他指出，电动汽车成本难以快
速下降，叠加全球经济形势影响，由此令产业对汽
车市场高销量的可持续性出现短期疑虑。

有数据统计显示，二季度以来，安卓阵营手
机消费依然不见明显好转。

Brady表示：“从需求看，智能手机部分的整
体需求都相对疲软。手机厂商有新产品推出，但
整体订单量并不大，导致YoY同比表现不太好。”

他总结道：“第四季度会有一批新机集中发
布，但安卓阵营整体没有太好的成长预期，因此
行业都在观察明年的订单状况。”

对于备受关注的AI业务，虽然在近两次的
法说会期间，台积电反馈出市场有高需求。但AI
业务的难题在于，一方面，高端封装产能严重受

限；另一方面，AI占大盘的比重很小。
据台积电表示，HPC平台有望在未来几年成

为长期成长的主要引擎。但据估算，CPU、GPU和
AI加速器等执行AI处理器能力的器件，需求约
占台积电总营收的6%。预计这部分相关需求在
未来5年将有50%的年复合增长率，对收入贡献
达到低十位数（low-teens）的百分比区间。

产能承压

迟缓恢复的市场行情无疑为整体晶圆代工
市场带来压力。近期有市场消息显示，部分代工
厂再度出现变相降价动作。

Brady确认了这一现象，并分析，晶圆代工价
格在之前2年有多次调整，彼时调整的附加条
件，是签订确保客户产能需求的协议。

“今年代工价格也下降了多次，只是不同晶
圆代工厂面临的情况不同，举例来说，目前28纳
米制程的产能较多，倘若没有竞争力，厂商就需
要针对性有一定降价动作。”Brady表示，看得出
台积电对短期内行情相对悲观，只是2024年下
半年行情是否向好，还存在不确定性。可以肯定
的是，一些特殊工艺制程会有相对好的表现，但
要视情况而定。由于这属于细分市场类型，因此
即便表现相对好，但对晶圆代工的整体行情也不
会有太大扭转帮助。

“从产能利用率看，不同工艺制程情况不
一。”Brady表示，目前阶段，晶圆代工厂整体平均
产能利用率都难以达到90%，台积电亦如是。

不过相比同行，台积电的显著优势在于对先
进工艺制程的推进和良率表现。在法说会上，台
积电也表现出对3纳米工艺的良好预期。

“3纳米的基数低，因此前期会看到不错的成
长性，但是单价也高。”Brady表示，据其了解，3
纳米工艺有一些项目在推进测试，但未进入大规
模量产应用阶段。今年内支撑台积电3纳米工
艺需求的只有苹果新机。

“AI和GPU相关芯片的确需要3纳米这种高
制程工艺，但GPU芯片的die尺寸较大，导致应用
高制程时的成本很高。因此一般行业惯例，新工
艺制程都由苹果率先导入，待成本进一步降低、
良率更好提高后，才会有其他品牌产品导入。”他
补充道，至于电动汽车，目前该部分涉及高阶工
艺制程的主要包括智能座舱、ADAS两部分，大约
采用4-5纳米制程，一些低级别的ADAS尚在采
用12-22纳米制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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