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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易炼红书记、王浩省长、刘捷副书记、徐文光常务副省长、

邱启文秘书长、徐大可秘书长

遂昌县探索“小柜子大能量”储能消薄新模式

助力山区村集体增收

遂昌县作为山区 26县之一，长期以来，存在村集体消薄产业单

一，对农户增收带动作用偏弱，帮扶低收入农户长效增收产业不足的

现实困境。在共同富裕和绿色能源发展的双重战略背景下，该县聚焦

发展优质储能项目、发展村集体经济双管齐下，探索实施“政府出资、

企业出力、村级消薄”的“小柜子大能量”储能消薄路径，取得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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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2023年，该县 201个行政村已全部完成集体经济年收入 30万

元以上且经营性收入 15万元以上的目标，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

入 19702元，同比增长 14.3%。

一、“小柜子”对接大需求

企业发展有需求。2022 年遂昌县落地年产 3GWh磷酸铁锂储能

电池项目，储能设备形似“小柜子”，通过谷期储能峰期释放方式，可

以稳定获取峰谷电差利润。2023年专注储能电池研发的宇恒公司上榜

浙江科技小巨人企业名单，标志着该县在省科技小巨人企业实现零的

突破。据统计，遂昌企业配储需求预计为 60MWh，山海协作结对县

企业配储需求均在 600MWh以上，亟需通过项目落地推动产业更大发

展。

消薄项目有需求。近年来，遂昌县接续推进扶持集体经济薄弱村

发展攻坚行动，积极拓宽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来源。但目前光伏、小水

电等传统项目收入仍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的 60%以上，亟需拓展优质

项目实现村集体与农户双增收。

二、“小柜子”怎么消薄共富

算好消薄“一本账”。据项目收益测算，以我省大工业用电价格

为标准，最高电价差 0.94元/度，预计投资方（强村公司）10年项目

总收益近 79.8 万元，投资回收期 3.7 年左右，用电企业 10年总收益

近 20万元。以高坪乡强村公司为例，其投资的 2台储能设备合计月

收益约 1.4万元，年净收益达 16.8万元，年化静态收益率约 26.4%。

下好共富“一盘棋”。围绕政企村共赢目标，探索建立“政府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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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出力、村级消薄”模式。设备成本由各级财政消薄资金出资承担

90%，乡镇（街道）强村公司自筹承担 10%。项目建成后，总利润的

80%归乡镇（街道）强村公司、20%归用电企业。同时，成立共富产

业帮扶资金池，将强村公司投资项目每年获得的 70%收益，再投入用

于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的产业项目建设，30%收益用于无劳动能力低

收入农户兜底保障，形成共富闭环机制。

三、“让小柜子”发挥大能量

跑出消薄“加速度”。遂昌县通过与供应企业开展价格谈判，大

幅度降低设备购置费用，每台 100KW/215KWh储能设备价格已由 35

万元降至 30万元以内。今年将在高坪乡试点基础上，计划安排 2200

万消薄资金，以县、乡两级强村公司为主体，在全县 20 个乡镇（街

道）推广储能消薄项目，预计每年可为全县村集体经济增收 450余万

元。

拓展协作“大市场”。积极对接桐乡市、诸暨市、南湖区、象山县

等山海协作结对县（市、区）用电企业需求，目标至少推动签约运行

50台。同时，进一步探索订单式、共享式、租赁式等收益模式，充分

扩大储能设备市场，帮助村集体储能消薄模式在县外落地，走出一条

可复制可推广的“消薄”共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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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

各市、县（市、区）党委、政府，省直有关单位。

发：各市、县（市、区）发改委（局）；机关各处室、委管委（局）属各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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