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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南

今年以来，随着乌东德、大藤峡、加查、丰满等大型
水电水利工程部分机组陆续投运， 我国水电投产规模
实现了回升。 不过，“十三五”前四年常规水电投产速度
远低于“十一五”“十二五”，仅与“十五”期间相当，截至
今年底，我国实际未完成“十三五”新增水电装机规划
目标。

过去五年，因水电规模化开发接近尾声，加之“十三
五”期间水电前期项目储备总体有限，具备潜力的项目
只集中在川滇两省，我国水电建设明显放缓。 同时，随
着中、东部地区常规水电基本开发完毕，未来我国水电
开发“主战场”将转移至高边坡、高海拔、大温差等高山
深谷复杂区域。

过去五年，乌东德、白鹤滩、两河口等在建大型水电
站已攻克高海拔、高边坡、高土石坝、高泄洪流速等诸多
世界级技术难题与挑战，不断推动我国高土石坝建设跨
入国际先进行列。尤其是“十三五”期间唯一新开工的超
大型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水电
建设史上的“新标杆”，其主要特性指标均位居世界水电
工程前列、 地下洞室群规模世界第一、100 万千瓦单机
容量世界第一、300 米级高坝抗震参数世界第一、 圆筒
式尾水调压井规模世界第一、 无压泄洪洞规模世界第
一、300 米级高坝全坝使用低热水泥混凝土世界第一。
这座综合技术难度超高的水电工程不仅铸就了“大国重
器”，而且整个机电工程在设计、制造、安装等领域全部
实现国产化， 八台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均由我国自
主研制，进一步奠定了中国水电在全球的引领地位。

总体而言，“十三五”是我国常规水电建设勇攀高峰
的五年，水电建设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实现了建
造运行全周期精细化管控， 而且智能建造体系覆盖了
在建水电工程全周期、全要素，三维数字化协同管理、
水电工程全过程数字化等数字高科技不断付诸实践，
“智能”成为水电站大坝建设运营的一大“标签”。

未来五年，随着乌东德、白鹤滩、两河口、双江口等
骨干水电工程陆续投产， 我国常规水电将迎来新一轮
投产高峰，水电行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拐点：装机规模
不断增加的同时， 水电在电力系统中的传统功能定位
也会发生改变，即从大规模建设转向流域治理，更好地
服务于防洪、供水、生态等领域，实现水资源的高效综
合利用。

■本报实习记者 赵紫原

2020 年 9 月， 随着 4 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获核准， 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步入批量化建设阶
段，后备机组不断扩容。 目前，我国商运核电机
组 48 台，总装机容量 4987.5 万千瓦，居全球第
三；在建核电机组 14 台，总装机容量 1553 万千
瓦，规模居全球第一，在建项目几乎全部为三代
机组。

除了装机规模， 我国先进核电的建造质量
和进度也实现了全球领跑。 11 月，华龙一号全球
首堆福清核电 5 号机组并网， 创全球三代核电
首堆最短建造工期， 我国正式进入核电技术先
进国家行列； 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
奇核电 2 号机组装料，开启并网发电“倒计时”。
另外， 三代核电自主化标志性成果国和一号 9

月底成功发布， 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先进三代核
电技术的核心竞争力。

作为我国由核电大国迈向核电强国的标
志性成果和 “拳头产品 ”，华龙一号和国和一
号的研发和建造不仅是我国核电产业四十多
年发展的集大成之作 ， 更是未来实施 “走出
去”战略的国家名片。 尤其在我国加快“脱碳”
的背景下 ， 核电行业安全有序规模化发展先
进技术的信心倍增。 行业机构测算，2035 年我
国核电装机规模将达到 1.5 亿千瓦左右 ，2030
年之前，每年将保持 6 台左右的开工节奏。 若
以每台投资 100 亿元—200 亿元计算 ，年投资
规模高达千亿元 ， 而且批量化将助力三代核
电成本持续下降。

在产业格局上，华能集团今年正式拿到中国
第四张核电牌照，晋升核电“新业主”，国内核电

产业三家独大的格局被打破，行业竞争或许会更
激烈。 在科技创新领域，核聚变装置———新一代
“人造太阳”首次放电，标志着我国自主掌握了大
型先进托卡马克装置的设计、建造 、运行技术 ，
进一步提升了在聚变领域的话语权。

今年以来，辽宁、江苏、福建、广西等地核电
企业陆续试水市场化交易， 纳入 “优先发电计
划”的核电打开了参与电力市场的“口子”，浙江
省统调核电机组入局电力现货市场。 但核电“入
市” 是把双刃剑， 不参与不利于价格信号的形
成，参与后其稳定、低碳的优势又难以在市场交
易中“变现”。

眼下，核电市场化电量占比正不断提升，量
价难两全的问题也将更加凸显， 给核电企业的
经营理念、管理模式、机组性能等带来了不小的
挑战。

编者按
2020 年，电力系统全面向绿色转型，“水火核”进入高质高效、有序发展的新阶

段。 其中，煤电“淘汰”与新建同步行动，既支撑又调节的双重角色进一步凸显；大水
电建设成果丰硕，乌东德水电站投产机组近七成，白鹤滩水电站建设稳步推进，两
河口水电站下闸蓄水；核电按下实质性“重启键”，创造世界三代核电最短建设工期
的华龙一号全球首堆成功并网，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步入批量化建设阶段。

“十三五”即将收官，在电力行业加速“脱碳”、电力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
下，“水火核”将迎来深度转型发展的新机遇，也将面临高质量发展的新挑战。

铸铸国国之之重重器器 谋谋深深度度转转型型

“十三五 ”收官 ，煤电行业正置身于控量增
效、灵活转型的历史转折点。

今年以来 ， 煤电行业在经历了煤炭价格暴
涨、 计划电量取消、“基准价+上下浮动” 机制确
立、利用小时数走低之后，投资收益回报模式已
今非昔比：抓好生产只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
件，想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市场营销的重要性日
渐凸显。

放眼整个电力系统， 可再生能源规模迅速增
长、发电成本快速降低，“风光”在发电集团业务版
图中的利润贡献占比已逐渐超过煤电。 尤其是 ，
我国 “3060”减碳目标的提出 ，不仅倒逼煤电在
规模和发展节奏上逐步让出市场份额 ， 更倒逼
其尽快完成角色转换 ， 加强自身在系统中的支
撑调节作用。

目前， 我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煤电机组占
比接近 90%，“十三五”期间全国停建、缓建煤电产
能 1.5 亿千瓦，淘汰落后产能 0.2 亿千瓦……五年
来，煤电行业挑起了环保达标、节能降耗、产能限
制、利润缩水的重担，而这些重担，随着能源转型
步伐和电力系统低碳化加快， 已成为煤电行业无
法分割的一部分。

清洁能源在装机和电量份额上的扩张不会
逆转，“规模增长”的任务未来将由其主导 ，这是
低碳发展的大势所趋。然而，“让位”并不意味着
“被取代 ”，相反 ，煤电在完成角色转变后 ，将承
担更重要的系统调节职责 。 受制于机制建设进
度落后，煤电灵活性改造至今远未达到目标 ，但
同时， 电力系统对灵活性资源的需求正越来越
迫切 ；一旦价格机制打通 ，煤电将迅速从 “以量
取胜 ”的传统经营方式切换到 “基荷电量+尖峰
负荷+容量备用 ”多种状态结合 、更能适应电力
系统需求的新模式。 届时，没有在技术 、市场等
方面做好准备的煤电企业 ， 势必面临更加严峻
的生存压力。

“十四五”即将起步，售电、现货、综合能源服
务等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培育的新业态，无疑是
煤电乃至整个电力行业转型提效的共同出路。 当
市场机制建立成型，煤电的稳定、高效、灵活都将
“明码标价”， 不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 “糊涂
账”，也只有如此，煤电企业才能充分根据自身特
性寻找市场定位，真正从单纯的“生产者”转变为
“经营者”，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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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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