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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立秋，多地气温仍居高不下。7 月

份，全国平均气温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

二高，245 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 7
月历史极值；同时，疫情防控形势向好、稳增

长政策落地发力，企业复工达产节奏加快，

电力负荷屡创新高。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何洋介绍，7 月

15 日，全国最高电力负荷达 12.6 亿千瓦，当

日发电量达 285 亿千瓦时。在“七下八上”负

荷高峰期，用电负荷预计还将继续攀升。当

前煤炭电力保供各项工作进展如何？记者

进行了采访。

煤炭——
加大产运需各环节顺畅

衔接，抓住“保量”和“稳价”

内蒙古鄂尔多斯，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

炭补连塔煤矿的综采工作面一派繁忙。轻

点启动按钮，采煤机缓缓向前移动，一刀割

下来，就有 2300 吨煤落入刮板运输机，经过

洗选加工等环节运往全国各地。

“用电高峰期，差不多每隔 10 分钟，就有

一列运煤火车从这里出发。7 月份，我们自

产煤完成 1453 万吨，同比增加 41 万吨。”神

东煤炭总调度室主管王成才介绍。今年上

半年，国家能源集团完成 18 个煤矿 5800 万

吨产能核增；煤炭产量 3 亿吨，铁路运输量

2.3 亿吨。

煤炭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压舱石”。今

年 以 来 ，国 际 煤 炭 供 需 偏 紧 、煤 价 高 位 波

动。我国进口煤成本增加，上半年进口煤炭

1.15 亿吨、同比下降 17.5%，这对立足国内做

好煤炭保供稳价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看产量，原煤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

国规模以上企业煤炭产量 21.94 亿吨，同比

增长 11%。今年以来，核准煤矿项目先进产

能 3770 万 吨/年 ，调 整 建 设 规 模 增 加 产 能

900 万 吨/年 ，并 推 动 试 生 产 产 能 6000 万

吨/年。

看运力，电煤运输平稳有序。用好西煤

东运、北煤南运主要通道能力，7 月份国家铁

路发送电煤超 1.3 亿吨，同比增长 40%。

看价格，动力煤长协价格基本平稳、市

场价格高位波动。7 月份，秦皇岛港 5500 大

卡动力煤中长期合同价格 719 元/吨，与 5、6
月份持平，同比上涨 71 元/吨。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刘涛介绍，近

日，国家能源局已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电

煤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工作，督促煤炭企业

提高履约兑现率，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提高

电煤稳定供应水平。

加快推进储煤设施建设、加强煤炭储备

能力建设，是平衡电煤供需波动性、保障高

峰期用煤需求的一项重要举措。6 月份，山

东电网用电负荷 5 次刷新纪录，最高 9757.6
万千瓦，并持续保持高位。

“我们从内蒙古、陕西调运 60 万吨资源

进行储备，在曹妃甸港、秦皇岛港等地市场

化采购 110 万吨动力煤，有效弥补了省内自

产资源储备缺口。”山东能源集团营销贸易

公司总经理夏竞介绍，截至 7 月 28 日，集团

的政府可调度煤炭储备量超过 584 万吨，同

时，今年新规划建设的 8 个煤炭储备项目也

在加快开展。

发电——
煤电非计划停运规模降

至多年来最低水平，清洁能源
发电较快增长

在中国华电集团莱州电厂，4 台百万千

瓦燃煤发电机组稳定运转。“今年前 7 月，累

计完成年发电量超 105 亿千瓦时。8 月 2 日

的发电量达 9101 万千瓦时，负荷率 92.5%，

创 历 史 新 高 。”莱 州 电 厂 副 总 经 理 曹 善 勇

说。不仅如此，电厂正推进机组的供热改

造、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进一步降低

供电煤耗。

当前，煤电仍是我国最主要的电源，以

不足 50%的装机占比，生产了全国约 60%的

电量，满足了超 70%的高峰负荷需求。根据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统计，截至 6 月底，纳

入电力行业燃料统计的发电集团燃煤电厂

煤炭库存 9601 万吨，同比提高 42.6%，电煤

库存可用天数 22.4 天。当前，煤电非计划停

运和出力受阻规模降至多年来最低水平。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也谈

道，今年以来电煤市场价格整体前涨后稳，

持续在高位震荡，大型发电集团到场标煤单

价同比上涨 34.5%，仍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煤

电企业处于亏损状态，部分企业现金流紧

张。“建议切实有效增加电煤有效供应、强化

中长期合同机制的同时，完善相关政策支持

煤电企业纾困。”

煤电支撑用电高峰的同时，水电、风电、

光伏等清洁能源同样“大显身手”。白鹤滩

水电站投产机组装机容量达到 1000 万千瓦、

我国首个单体百万千瓦级陆上风电基地正

式投产、首座潮光互补型光伏电站全容量并

网发电……今年以来，多个清洁能源发电项

目建成投产。

截至 6 月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4.4 亿千瓦，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

量 11.8 亿千瓦，占总装机比重为 48.2%，同比

提高 2.8 个百分点，绿色低碳转型效果继续

显现。从发电量看，上半年，水电、核电、风

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超 1.2 万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8%。

“从目前电力投资增速以及各地规划情

况看，电力供应总体是有保障的。随着重点

电源、输电通道的陆续投产，局部地区电力

供需紧张的局面会逐步得到改善。”中国电

力企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说。

电网——
智能巡检保障安全运行，

优化调度助力削峰填谷

电力要从发电厂顺利抵达用户侧，中间

还得经过一道重要的输配电网环节。为了

确保用电安全，既要保障输配电设备和线路

的安全运行，又要通过大电网优化电网调

度，做到电力余缺互济、削峰填谷。

智慧巡检提升运维效率。室外高温炙

烤，在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 500 千伏狮

洋巡维中心，运维人员“一键下达”高温高负

荷特巡工单：空中的巡检无人机、地面的巡

检机器人齐出动，通过激光测距、红外测温

等检查，让设备异常难逃“火眼金睛”。“智能

联合自主巡检系统‘上岗’后，故障测寻平均

时间由原来的 40 小时缩短为 3 小时，实现了

效率和安全的双提升。”广州供电局生产技

术部经理吴小科介绍。

跨省输电助力余缺互济。8 月 3 日 22 时

30 分，随着来自浙江的 50 万千瓦电力通过

华东电网送到安徽，浙江安徽两省完成了今

年迎峰度夏的第三十七次电力置换互济。

“浙江工业用电负荷比重大，最大用电负荷

常发生在白天，而安徽的最大电力负荷常发

生在晚间，最大负荷的时段差异让电力余缺

互济有了基础。”国网浙江电力发展部副主

任叶炯介绍。根据约定，今年迎峰度夏期间，

在 7:00—8:30 和 15:30—17:30 由安徽送电浙

江，19:00—22:30 由浙江送电安徽。

需求响应实现削峰填谷。供给侧发力

之外，通过需求侧响应，利用市场化方式引

导电力用户主动错峰、避峰，同样可以促进

电力电量的供需平衡，提高电网实时调节能

力与安全水平。

“我们签订的响应负荷量是 1800 千瓦，

响应时间从早上 10 时到晚上 10 时，即使只

响应八成的负荷量，一天的补贴也有 7000 元

左右。”今年，戴卡凯斯曼成都汽车零部件公

司与当地供电公司签订了主动错避峰负荷

响应协议，企业设备科副科长陈志算了一笔

账。截至 8 月 2 日，国网四川电力主动错避

峰负荷资源库已签约用户 4493 户，签约响应

能力超 500 万千瓦，占全省用电最高负荷的

10%左右。

接下来，如何更好保障用电高峰期间的

电力供需平衡？“全国电力供需总体紧平衡，

华东、华中、南方区域部分省份用电高峰时

段电力供需偏紧，华北、东北、西北区域电力

供需基本平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有关

负责人建议，继续统筹产、输、配、用等各重

点环节：

一是增效挖潜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加

强在役机组运行管理，减少非计划停机、受

阻情况，保障机组稳发满发。最大限度挖掘

各品类电源顶峰发电潜力。优化跨区域电

网间的开机备用、错峰支援、余缺调剂，全力

保障高峰期间电力供需平衡。二是充分发

挥跨省跨区通道作用。加大对地方政府协

调力度，增加跨省跨区电力交易。三是扎实

做好需求侧管理及有序用电工作。完善需

求响应价格补偿机制，加快出台全国性需求

响应政策和价格机制，推动有序用电向市场

化的需求响应转变。

图①：8 月 4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万家丽

路电力隧道内，工作人员在检查电缆。长度

约 14 公里、平均深度 36 米的地下空间里，新

建的万家丽路电力隧道已有多条供电线路

完成电缆铺设并投入使用。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图②：8 月 6 日，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大

衢岛，风电机组不停转动，源源不断地把绿

色电能输入国家电网。

姚 峰摄（影像中国）

图③：7 月 28 日，福建省福州市连江经

济开发区码头，一艘满载煤炭的货轮正在

靠泊。

谢贵明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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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企稳回升 多地持续高温

用电高峰，保供持续发力
本报记者 丁怡婷

■经济新方位R

规模性减税降费是宏观调控的

关键性举措，是最直接、最公平、最

有效率的惠企利民政策。今年，我

国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落实成效如何？近期，财政部对江

苏、湖北、广东、四川、云南、陕西等

地工作开展情况和政策成效开展调

研。调研结果及国家税务总局的统

计数据显示，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成效显著，在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创

新活力、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居民消

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强协调配合，
确保政策有力有效
实施

今年以来，我国实施大规模增

值税留抵退税，切实加快退税进度，

大 幅 提 前 中 型 和 大 型 企 业 存 量 留

抵退税实施时间，确保退税上半年

大 头 落 地 。 截 至 7 月 20 日 ，已 有

20005亿元留抵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

户，超过去年全年退税规模的 3倍。

为推进留抵退税政策的高效落

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

银行建立了落实留抵退税政策三部

门会商机制，加强沟通协调。4 月以

来，三部门联合召开 7次专题会议，推

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企业留抵

退税申报、审核、拨付及时到位。

各地建立了减税降费工作组，

搭建跨部门协作机制，加强上下联

动。江苏、广东等多地通过“省财政

厅—市财政局—联系点企业”模式，

建立企业定点联系机制，跟踪调研

企业享受政策情况；四川建立责任

清单和任务清单，加强统筹协调，对

市县开展专题部署；重庆创新推出

“点即退”等智慧办税服务功能，做到申请即办、高效退税。

为确保退税及时退付、“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

转）足额保障，中央财政提供坚实的财力支持，加大库款调度，并

将专项资金纳入直达资金范围，实行动态监控。截至目前，财政

部已下达 3 批支持地方落实退税、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转移

支付补助 1.2 万亿元。同时，加大过“紧日子”力度，并压实地方

责任，加快执行进度。

为更好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对国家授权地方的事项包

括“六税两费”优惠政策、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及对

困难纳税人出台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等，地方财政

部门积极按照顶格贯彻执行。例如，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

川等地对小微企业、小规模纳税人、个体工商户“六税两费”按照

50%顶格减征；陕西对旅游、住宿、餐饮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

业企业，免征水利建设基金；江苏免征受疫情影响严重的 6 个行

业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全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既重视政策宣传，也严防严控骗税风险

云南编制 2022 年减税降费政策电子书，湖北持续更新税收

优惠政策指南，深圳专门为税费措施开通直线电话……今年以

来，各级财政部门多平台、全方位开展宣传，解读政策难点、回应

社会热点。各地将退税减税降费工作落实情况纳入省级政府年

度暗访督查范围，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和落实政策打折走

样等行为零容忍、严追责。

为防止退税政策“红包”落入不法分子“腰包”，财政部会同

相关部门多次强调要严密防范退税风险，严厉打击骗税行为，严

肃财经纪律。财政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财

政部各地监管局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执行情况监控

力度，确保退税又稳又准，营造公平法治的税收环境。

各级财政部门持续强化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把风

险防控嵌入退税减税办理全流程，坚决防范并严肃查处企业“骗

退税”等扰乱财经秩序的行为。例如，四川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强化以“信用+风险”为基础的新型动态监管机制，把防控风险

贯穿退税工作全过程；深圳重点研究落实留抵退税落实细节，包

括校验银行账号有效性、严查退税后快速注销企业等。

有效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增强发展
内生动力

调研中，不少地区和企业表示，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对

提振市场主体信心、稳定市场预期、扩大有效投资、拉动最终消

费、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大规模留

抵退税通过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直接为企业提供现金流，促进

其加快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重点惠及小微企业，微观主体活力显著增强。

“受疫情冲击，企业一度面临经营停摆，工人流失严重。4
月初我们收到了 9 万余元的退税款，深切感受到了国家对小微

企业的关怀。”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某生物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财务人员说。

“今年的留抵退税政策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和优先安排对

象，再加上对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一系列支持政策增强

了小微企业的发展信心和底气，有利于帮助他们渡难关、复元

气。”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说。

——制造业企业获益明显，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调研显示，深圳上半年办理留抵退税的六大重点行业中，制

造业受惠最大，超过 200 亿元。

“实施留抵退税、加大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所得税税前扣除

力度等，有利于支持制造业纾困发展，鼓励制造业企业增加研发

投入、进行设备更新，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

究院副研究员蒋震说。

——精准帮扶特殊困难行业，助力企业恢复发展。

调研企业普遍反映，及时足额享受到留抵退税、“六税两费”

减免、税费缓缴等优惠，切实增强了其发展信心。浙江问卷调查

显示，通过组合式税费政策支持，77.3%的企业增强了发展预期，

96.1%的企业提振了发展信心。

财政部表示，将继续落实落细各项税费支持政策，加大政策

宣传力度，全面释放政策红利，全力以赴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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