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7 日，湖南省发改委发布的《关
于启动 2020 年全省迎峰度冬有序用电的
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显示，全省
最大负荷已达 3093 万千瓦， 超过冬季历
史纪录， 日最大用电量 6.06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4.1%，电力供应存在较大缺口，为
保障全省电网平稳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湖南启动有序用电。

值得注意的是，湖南并非个案。据记者
了解，除了湖南，江西、浙江、内蒙古等省
区，近期也相继出现拉闸限电。 其中，内蒙
古乌兰察布地区由于系统出力不足， 预计
用电缺额 300 万千瓦， 按照目前蒙西电网
结构和电源装机结构情况， 缺电将会常态
化。 另外，有业内人士预测，四川、重庆、江
苏、云南、湖北、广东等地“十四五”时期电
力同样将出现缺口，供应形势严峻。

事实上，多地同时出现拉闸限电在我
国曾有先例。 早在 2002 年，全国范围内先
后就有 12 个省区执行“拉闸限电”，彼时
全国发电装机不足 3.6 亿千瓦； 此后十余
年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迅速增长。 中电
联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0 月底，全国发电
装机容量达 21 亿千瓦， 已告别本世纪初
工厂“开三停四”、用电高峰期“商场停电
梯，路灯开一半”的电荒局面。 在此背景
下，湖南突如其来的限电引发了全国范围
的关注———18 年来，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增
长 6 倍有余且仍在保持快速增长，“拉闸
限电”的历史却为何重演？

需求旺盛
经济形势转好+“寒冬”提前

大幅推高用电负荷

早在 12 月 2 日举行的“2020 年湖南电

力迎峰度冬动员暨防冻融冰视频会” 上，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控中心副
主任陈浩即表示，2020-2021 年迎峰度冬
期间， 湖南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将突破电力
供应极限，存在 300-400 万千瓦缺口。

数百万千瓦级的 “缺口 ”从何而来 ？
陈浩指出，随着抗疫形势好转，湖南复工
复产成效明显，用电量快速稳定增长。 中
电联数据显示，今年 1-2 月，受新冠疫情
影响，湖南用电量增速同比下滑 6.7%，到
了 4 月，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
胜利，湖南用电量增速由负转正至 6.6%，
11 月增速进一步攀升至 9%。

除了工业生产的迅速恢复， 极端天
气也是供需失衡的一个直接原因。 某电

力企业知情人士表示 ： “据中央气象台
消息 ，截至 12 月上旬 ，我国冷空气活动
比常年略多 。 入冬以来 ，湖南全省平均
气温比去年同期低 3 摄氏度 ，寒冬提前
来临 ，导致负荷激增 。 ”此外 ，该知情人
士还指出 ，湖南特殊的用电结构 ，进一
步放大了天气因素对用电负荷的影响 。
“湖 南 再 电 气 化 比 例 位 居 全 国 前 列 。
2019 年 ，湖南居民用电量在全社会用电
量中的占比接近 30%，在国网经营区内
排名第一 ，其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合
计占比高达 46.1%， 远高于全国 30.6%
的平均水平。 近两年，长沙夏季空调、冬
季采暖在高峰期的负荷占比可以达到
50%左右。 ”

上述各项因素叠加，迅速拉高了湖南
用电高峰时段的负荷水平。 《通知》发出后
不久，长沙、湘潭、岳阳、株洲、常德等市陆
续发布倡议，呼吁居民尽量不同时使用高
耗能电器，共渡用电难关。

供给吃力
缺煤、枯水、外来电不足

无力满足尖峰需求

电力需求激增的同时，湖南电力供应
是否跟得上？

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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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认为，油市“恢复正常”远没有
想象中简单， 一方面欧美国家疫情反复迫
使石油投资者从疫苗大范围接种的兴奋中
清醒，另一方面油价回温会让“欧佩克+”减
产保价步履维艰 ， 这些都将促使油价在
2021 年“平开低走”。

2021年油市
“平开低走”概率大

5

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
段， 在这个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起个大早”
并不意味着稳操胜券。 掌握核心技术、踏对
政策节拍、洞悉消费者心态，缺一不可。

欢迎订阅
2021年《中国能源报》

作 为 国 内 第 一 张 针 对 整 个 能
源 产 业 并 为 其 服 务 的 综 合 性 产 业
经 济 类 报 纸 ， 《中 国 能 源报 》 以其
独有的权威性 、可读性 、影响力 ，成
为能源人首选的行业读物 。 未来我
们 将 继 续 努 力 做 出 更 加 专 业 、 权
威 、好读的原创内 容 ，回 馈 广 大 读
者朋友 。

目前， 新一年的报纸征订已经开
始， 希望广大读者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们，前往各地邮局订阅 2021 年 《中国

能源报》， 邮发
代号 1-6，全年
定价 388 元，或
扫描二维码，一
键快速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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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限电暴露大面积缺电隐患
■■本报记者 卢彬 实习记者 赵紫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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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 价格
应尽快回归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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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中长期合同
执行缘何“打折扣”

“高仿”起家的
众泰汽车玩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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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科科学学院院院院士士贾贾承承造造：：
凝析油、轻质油
将成油气增产新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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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碳”已成大气污染
治理“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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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闸限电”罕见地在多地重现，揭
示出我国能源电力清洁转型必须解决
的矛盾：如何用经济性可承受的方式保
障电网安全、满足社会用电需求。

首先需要明确， 湖南等地在负荷
高峰时段内的有序用电 ，与曾经因发
电能力不足造成的大面积 、 长时间
缺电有质的区别 。 2002 年 “厂网分
离 ”， 被视为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的一
座里程碑。 这一举措为电力行业引入
了竞争 ， 也为行业发展注入了前所未
有的活力。自此之后，我国发电装机容
量快速增长 ，因电量不足造成的 “硬
缺电”很快成为历史。 如今，湖南面临
的是尖峰电力负荷难以满足的 “软缺
电 ”， 其背后的诱因比曾经的电量短
缺更为复杂。

多 地电力系统供需平衡趋紧的
关键原因在于 ，现有制度未能推动煤
电完成 “托底 ”“让路 ” 的角色转变 。

“托底 ” 并不意味着煤电要无限度地
承担保障责任 ，“让路 ”也并不意味着
新能源对煤电的单方面替代 ，煤电在
承担基荷、调峰 、备用责任的同时 ，理
应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回报。 但现实
情况却是 ，电力系统并没有给煤电划
定明确的职责边界。 “托底”“让路”只
停留在战略层面 ，缺乏具体的执行路
径。 煤电被“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制
度保障无从谈起。

客观来看 ，在风电 、光伏发电 、水
电 、 外来电均无法提供有效出力的
当下 ， 煤电成为保障湖南电力需求
的唯一手段 ； 且随着未来可再生能
源发电在电力系统中的占比进一步
提升 ， 一旦极端天气等偶发因素急
速推高需求 ，这一矛盾会更加突出 。
电力行业需要认识到 ， 在当前的技
术水平和电源格局下 ， 越是大力发
展新能源 ， 煤电在电力系统中的作

用就越不可忽视 。
湖南煤电全部满负荷运行仍无法

满足尖峰负荷的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
湖南煤电在煤价 、 利用小时数方面
存在劣势 ， 连续多年没能新增煤电
装机 。 如果可以建立容量补偿机制 ，
或建设容量市场 ， 煤电企业就可以
通过容 量 电 费 逐 年 回 收 投 资 成 本 ，
同时将更多电量空间让给可再生能
源 。 这样一来 ，煤电企业不再需要担
心投资打水漂 ， 电力系统也可以拥
有足够的备用电源 ， 清洁能源电力
的生存空间不仅不会被煤电挤占 ，反
而将更加广阔。

需要强调的是， 建立容量补偿机
制、建设容量市场，并不意味着大肆重
启煤电建设。 对于煤电装机已经相对过
剩的省份， 可将部分煤电机组转为备
用，并根据服役年限等为其提供容量电
价，剩余煤电、清洁能源利用效率均可

得到提升； 而对于可再生能源占比较
高、 受自然因素变化影响较大的地区，
适量新增煤电装机，为系统提供必要的
备用保障，也并不会与清洁、低碳转型
目标发生冲突。

相比之下，“拉闸限电”固然是应对
异常情况的有效举措， 甚至不需要电
力系统付出额外的努力和改变， 但长
远来看 ，指令性的 “拉闸限电 ”不可能
成为电力系统未来应对供需矛盾的
“底牌”。 同时，作为电力强国，“拉闸限
电”也无法回应人民对于先进高效电力
系统的期望。

构建清洁低碳 、 安全高效的电力
系统 ，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社会
生产生活的用电需求为前提。 唯有立
足现实需求 ，以科学 、合理的机制引
导电力系统效率提升 ，电力系统才能
迎来一个绿色 、安全又不失经济性的
春天。

电力强国理应告别“拉闸限电”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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