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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提出，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的新型电力系统，破解从以
煤电为主的传统能源消费结构
向以新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
构转型的制约因素，正影响着
我国能源低碳转型的进程。

“实现‘双碳’目标，能源是
主战场，电力是主力军。电力
行业要加快形成以新能源为主
体的电力供应格局。”日前，中国
电力企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常务
副理事长杨昆在第五届中国能
源产业发展年会上如是表示。

电力行业成碳减排主力军

“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
间，我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新格
局、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电气化
进程加快，将推动电力需求保
持刚性增长。

杨昆预计，2025年、2030
年、203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
量将分别达到9.5万亿千瓦时、
11.3万亿千瓦时、12.6万亿千
瓦时。“十四五”“十五五”“十六
五 ”期 间 年 均 增 速 分 别 是
4.8%、3.6%、2%。

随着全社会电气化水平提
升，更多碳排放从终端用能行
业转移到电力行业。电力行业
碳减排压力持续加大，建设以
电为中心的现代能源体系成为
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

杨昆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电力企业实现“双碳”目标，
要大力发展以风电、太阳能为
主体的新能源，这是绿色电力
的基础。同时，要推进电气化
并力推以电为中心的综合能源
服务，打造智慧能源平台。

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史
玉波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未来
一段时间，为实现绿色低碳的
发展目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
利用效率，促进电量消纳是可
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的迫切需
求，客观上要求建立与之相适
应的新型电力系统。”

一组数据说明了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的紧迫性。2020年
我国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中，电力行业占能源行业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2.5%左
右，电力行业的碳达峰、碳中和
进度将直接影响整个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进程。

关于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国家层面也在不断加码。

今年3月召开的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要构

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
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
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

电力系统低碳转型
面临诸多挑战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面临哪
些挑战？业内人士介绍，构建以
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以风电、光伏为主的新能源将
成为新增电能供应的主体，但
新能源的随机性、波动性、间歇
性对持续可靠供电带来挑战。

具体而言，由于风光等新
能源发电不确定性大，风电发
电量主要集中在春冬两季，光

伏发电量主要集中在夏秋两
季；风电利用小时数、光伏利用
小时数相差很大，对持续可靠
供电提出更高要求。

除保证持续可靠供电外，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还难在如何
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上述人士表示，新能源具
有广泛的接入优势，但存在动
态无功支撑不足、系统电压稳
定问题突出的难点。大规模新
能源接入使系统不确定性增
加，对电网安全构成威胁。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数字化转型是关键

受访专家认为，新能源发
电的间歇性、波动性、随机性特
征明显。其高比例接入电网系

统，需要电网系统在智能化、灵
活性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以
适应其特征。

在国家电网公司一级顾
问、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孙正运看来，数字化
技术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发
挥重要作用。电能的生产、传
输、转换和消费在瞬间完成，传
统的电力技术手段难以应对新
能源的间断性、波动性、随机
性，以及电力电子化带来的转
动惯量降低。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孙正运认为，要保持电力天平
平衡，必须将数字化技术与传
统电力技术深度融合，通过信
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手段，
预判新能源波动、统筹源网荷
储资源、保持电力瞬态稳定、预
控电网输变电设备的潜在风
险，实现电能高质量可靠供应
与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数字化赋能到底能给电力
系统带来什么？以电网数字化
为例，根据南方电网发布的《数
字电网白皮书》，电网实现数字
化转型后，以“电力+算力”为核
心驱动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协同
调度，形成新能源可观、可测、
可控的数字化平台，有利于加
大风光水火储联合优化调度，
最大限度消纳清洁能源。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数字化
转型的薄弱环节在于网络安全。

同样以电网数字化为例，
随着大、云、物、移、智、链等技术
在电网领域的应用，大量异构终
端被接入电网，使电网的网络边
界模糊、数据交互多元，同时由
于现有的防护体系尚未能完全
应对逐渐升级的攻击手段与安
全风险，数字化电网的网络安全
问题成为当下主要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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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宏宇 左雨晴

纸价又坐不住了？
近日，玖龙纸业各大生产

基地齐发涨价函，宣布牛卡纸、
瓦楞纸等 11 月 1 日起涨价
100-150元/吨。

APP金光纸业、山东太阳
纸业等文化纸生产企业宣布各
种纸类将从11月 1日起涨价
300元/吨。

生活用纸方面，中顺洁柔
宣布由于成本上涨将于2022
年1月1日起调价。

纸业迎来今年第二波涨价潮

纷至沓来的涨价函无疑又给
不稳定的纸张市场加了一把火。

据卓创资讯数据，包装用
纸的价格已连续数月提涨，其
中瓦楞纸同比上涨超过30%，
10月中旬价格已达到年内最

高点；文化用纸价格自年初暴
涨后于4月开始下降，10月出
现回弹；生活用纸价格同样经
历了年初的大涨，随后走低，10
月又再次上涨。

“洛阳纸贵”再现？福建省
厦门市一文化用品商店老板表
示，去年20—22元一包的亚太
森博70克A4复印纸，现在卖
到了25元一包。

上涨的纸价给下游印刷店
带来了成本压力。面对接连上
涨的纸价，某打印店店主表示：

“目前还有一些囤纸，可以坚持
一段时间。再涨价也没办法，
只能自己消化。”

生活用纸方面，今年4月，
受到年初原材料价格上涨冲
击，洁柔、维达等纸企因生产和
运营成本增加，宣布上调纸价。
10月底，洁柔再发涨价函，但卫
生纸销售端价格波动尚不明显，
特别是在超市和网购平台促销

的加持下，面向大众消费者的纸
巾价格较为平稳。

对于包装厂而言，瓦楞纸
原材料价格飞涨，下游转嫁成
本有限，一些厂家表示生意难
做，甚至开始赔钱。

纸张涨，纸浆跌

在成品纸价一路高歌的背
后，近期纸浆原材料现货价格
却震荡下跌。

卓创资讯数据显示，纸浆
现货价格在2021年第一季度
大幅暴涨后，5月份以来，进口
木浆现货市场价格开始持续震
荡下行。

另据生意社监测，10月造
纸原料针叶木浆和阔叶木浆价
格仍处于下行趋势。如，10月
28日针叶木浆山东地区市场
均价为5300元/吨，与月初相
比下降13.54%；10月 29日阔

叶木浆山东地区市场均价为
4450元/吨，与月初相比下降
3.26%。

对此，有分析称，国内市场
受限电影响产能受控，下游纸
厂开工率降低，对原料需求有
所下降，因此压制了浆价。同
期，受煤炭、淀粉等材料价格大
涨的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压力
增加，整体开工仍处不足，导致
纸浆期货、现货价格持续弱势。

纸浆与成品纸价格为何出
现脱节？

对此，卓创资讯纸浆分析
师常俊婷接受中新网采访时表
示，纸浆价格下跌主要受自身
供需及期货因素影响，原纸的
价格调整也是根据自身的供需
还有成本方面考量。

以涨价较明显的瓦楞纸和
箱板纸为例，首先，受上游纸厂
停机检修、“双11”购物节包装
需求量上升等因素影响，瓦楞

纸实单成交上涨400—600元/
吨；其次，成本端对纸价形成较
强支撑，虽然成本端走势趋弱，
但瓦楞纸的废纸浆原料整体价
格仍高位震荡。而对于文化纸
而言，化工辅料及其他成本价
格较高，对成品纸价上涨有一
定影响。

纸价上涨能否拉动浆价？
据常俊婷介绍，从历史的价格
数据来看，浆纸价格存有正相
关的联动性。但最近一段时
间，局部地区的原纸价格上涨，
对浆价的拉涨作用并不明显，
这主要是受浆市供应量持续稳
定、外盘及期货价格持续下挫
拖累。

谈到纸浆价格未来走势，
常俊婷分析称，纸浆供应量持
续平稳，而需求面增量有限，供
需情况改善有限，但考虑到成
本面因素，预计浆价偏弱震
荡。（转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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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柔直工程”中都换流站：清洁绿电助力北京冬奥

11月3日，河北省张北县张北柔性直流电网试验示范工程中都换流站，工作人员正在进
行室外工作。该换流站占地面积159亩，是张北柔直工程四端环网的重要送端换流站，也是
助力北京冬奥场馆100%清洁能源供电的重要电力工程。 中新社发 吴孟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