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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长长期期电电力力交交易易如如何何对对接接现现货货？？
■■本报实习记者 赵紫原

12 月 23 日 16 时 16 分 ，由
中国能建西北院总承包建设的国
华锦界电厂煤电一体化项目三期
扩建工程 5 号机组通过 168 小时
满负荷试运行， 标志着世界首台
汽轮机高位布置发电机组投运。

锦界三期扩建工程是国家
大气污染防治计划重点建设项
目 ， 也是西电东送北通道重要
电源点， 项目建设 2 台 66 万千
瓦超超临界直接空冷燃煤机组，
建成后年均可就地转化煤炭 350
万吨、发电 100 亿千瓦时。 图为
锦界三期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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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大抽蓄电站
全部机组并网发电

本报讯 记者王长尧报道 ：近
日， 我国最大抽水蓄能电站———
安徽绩溪抽水蓄能电站最后一台
机组一次并网成功 ，实现一年六
台机组并网发电目标 ，再次刷新
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安装纪录。

安徽绩溪抽水蓄能电站位于
绩溪县伏岭镇境内， 由中国能建
葛洲坝机电公司承建，总装机 180
万千瓦，安装 6 台 30 万千瓦可逆
流式抽水蓄能机组， 年发电利用
小时 2233 小时，电站年平均发电
量 40.20 亿千瓦时，超过目前安徽
省已有、 在建抽水蓄能电站装机
容量总和。

葛洲坝机电公司绩溪项目部
经理罗楚翔介绍 ， 自今年 1 月 1
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以来， 在疫
情影响项目直线工期长达 55 天
的情况下，电站提前实现 “5 台机
组投产发电、一台机组并网成功 ”
目标 ，创下 6 台机组定子组装完
成低于 60 天 、 转子组装完成低
于 50 天 、 定子安装调整验收低
于5 天、 转子吊装到盘车完成低
于 10 天、定子下线完成 50 天、一
年实现“五投一并”等 7 项业界施
工纪录。

国网新源安徽绩溪 抽 水 蓄
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祖光表示 ，
绩溪抽水蓄能电站 6 台机组是
我国首次完全自主研发 、 设计 、
制造的 650 米超高水头 、 高转
速 、大容量可逆混流式抽水蓄能
机组 ，安装工序相比常规电站更
复杂。 其中，780Mpa 级国产高强
钢抽水蓄能电站蜗壳 ，8 段整圈
式转子磁轭叠装工艺均是在国
内抽水蓄能电站机组安装过程
中首次使用。

据了解 ，绩溪抽水蓄能电站
全面投产后 ，将主要服务华东电
网的调峰 、填谷 、调频 、调相 、事
故备用等 ，对保障 “皖电东送 ”，
以及促进长三角地区能源设施
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漳泽电力更名晋控电力
“十四五”总装机将翻番

本报讯 记者闫志强报道 ：12
月 25 日，晋能控股集团旗下三大
上市公司之一———晋能控股山西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晋控电力”）正式揭牌。 据悉，该
公司前身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 于 1997 年 6 月在深
交所挂牌上市 。 2012 年 12 月 ，
原同煤集团重组漳泽电力，开辟
了国内以资本市场为纽带 、实现
煤电一体化资源整合的先河。 目
前 ， 晋控电力总资产 543.17 亿
元 ，总股本 30.77 亿股 ，发电总管
控容量 1081.09 万千瓦。

2019 年以来，晋控电力营收、
利润总额连年增长 ， 创历史新
高 ， 连续两年实现 “全年红 ”目
标 ；漳泽 2×100 万千瓦火电项目
即将建成投产 ， 织女泉四期 、闻
喜风电和沁县光伏等一大批新
能源项目并网发电 ，总装机规模
不 断 扩 大 ； 主 要 污 染 物 实 现
100%达标排放 ，储灰场实现 “由
灰变黄 、由黄变绿 、由绿变美 ”；
公司良好的成长性 、 市场信誉
度和合规化运作能力等得到资
本市场和投资者高度认可。

据了解， 晋控电力未来将不
断优化能源结构 ，多途径实现高
质量发展 ：首先 ，抢抓我国建设
“风光火储多种能源+智慧管控 ”
的智慧能源一体化和 “源网荷储
输 ”一体化绿色电源基地示范项
目机遇 ， 加快漳泽百万项目建
设 ，推动大同—京津唐 500kV 点
对网送出工程 、同热三期 、塔山
三期 、漳泽三期 、河津三期等前
期项目 ，打造大同 、长治 、晋南三
大绿色电力外送基地。 加快发展
分布式光伏和分散式风电， 拓展
生物质、 地热、 氢能等新兴新能
源，参与试点“新能源+储能 ”“新
能源+火电+储能 ”，到 “十四五 ”
末 ， 新能源装机达到 1400 万千
瓦；其次，加强资本运作 ，注入优
质电力资产 ， 提升直接融资能
力 ，“十四五 ”末电力集团资产证
券化率提升至 60%。 同时 ，通过
煤控电 、煤参电 、电参煤 、煤电互
参等多种方式 ，重组山西省内省
外煤电项目 ， 放大煤电联营优
势 ；再次 ，瞄准 “全国电力行业前
十 ”目标 ，扎实开展对标一流管
理提升行动 ，“十四五 ”末总资产
力争翻一番 ， 总装机容量翻一
番，清洁能源装机比重提升10%。

本报讯 实习记者赵紫原报道：中电
联近日发布的《2020 年 1-11 月份电力工
业运行简况 》（以下简称 《简况 》显示 ，截
至 11 月底， 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21.2 亿
千瓦 ，同比增长 6.8%；全国规模以上电
厂发电量 66824 亿千瓦时 ， 同比增长
2.0%， 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1.4 个百分
点 ；全国水电 、核电 、风电等清洁能源完
成投资占电源完成投资的 92.1%， 比上
年同期提高 10.3 个百分点。

《简况 》 显示 ， 发电装机延续绿色
发展趋势 ，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保持
较快增长 ；除火电和太阳能发电外 ，其
他 类 型 发 电 设 备 利 用 小 时 均 同 比 增
加 ；全国跨区送出电量保持较快增长 ；
发电基建新增装机同比增加 ， 其中风
电和太阳能发电 新 增 装 机 约 占 50% ；

电源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 清洁能源完
成投资占比提高 。

1-11 月，“水火核风光” 装机分别达
3.7 亿千瓦 、12.3 亿千瓦 、4989 万千瓦 、
2.4 亿千瓦和 2.3 亿千瓦； 前四种电源类
型发电量分别为 11378 亿千瓦时 、47096
亿千瓦时 、3310亿千瓦时 、4184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4.9％、0.3％、5%、15%。

1-11 月， 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
程完成投资 4157 亿元，同比增长 43.5%。
其中，水电 894 亿元，同比增长 23.2%；火
电 448 亿元， 同比下降 28.8%； 核电 285
亿元，同比下降 11%；风电 2151 亿元 ，同
比增长 109.9%。

《简况》指出，1-11 月，全国基建新增
发电生产能力 10203 万千瓦， 同比多投产
2597万千瓦。 其中，“水火风光”发电比上

年同期多投产740、517、816 和 795 万千
瓦，核电比上年同期少投产 297 万千瓦。

前 11 个月，全国水电设备平均利用
小时为 3627 小时， 比上年同期增加 128
小时。 全国核电、并网风电、太阳能发电
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6746 小时 、1912 小
时、1203 小时， 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 36
小时 、增加 30 小时 、降低 2 小时 。 全国
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3727 小时，比
上年同期降低 129 小时 。 其中 ，全国共
13 个省份火电设备利用小时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 ， 内蒙古和江西超过 4500 小
时，分别为 4771 和 4582 小时 ，西藏仅为
291 小时 。 与上年同期相比 ，共有 20 个
省份火电利用小时同比降低。

跨区跨省送电方面 ，1-11 月 ， 全国
跨区送电完成 561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5%。 其中 ，华北送华中 （特高压 ）、华
北送华东 、东北送华北、华中送华东 、华
中送南方、西北送华北和华中合计、西南
送华东分别送电 35 亿 、543 亿 、460 亿 、
394 亿、275 亿、1300 亿、977 亿千瓦时，分
别同比增长 3%、9.5%、9.9%、11.6%、29.3%、
7.4%、0.3%。

分省份看 ，1-11 月 ，各省送出电量
合计 14041 亿千瓦时， 同比增 6.1%。 其
中， 内蒙古送出电量 1865 亿千瓦时 ，同
比下降 1.9%； 云南送出电量 1581 亿千
瓦时 ， 同比下降 0.1%； 四川送出电量
1374 亿千瓦时 ，同比增 3.2%；山西送出
电量 1218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8.6%；宁
夏 送 出 电 量 984 亿 千 瓦 时 ， 同 比 增
19.4%； 湖北送出电量 921 亿千瓦时 ，同
比增 17.6%。

中电联发布《2020年 1-11月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

全国发电装机增至 21.2亿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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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观察

■■赵紫原

作为保障电力市场高效有序运行的
“压舱石”， 电力中长期交易及相关规则
的制定对加强电力产供储销体系建设，
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随着电改不断深入，中长期市场与现
货市场的共生、对接诉求正在凸显。

继今年 7 月印发 《电力中长期交易
基本规则》后，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不到半年连续下发两份文件完善中长期
交易，并力推其与现货市场对接，动作迅
速获得肯定， 但后续推广的交易合同示
范文本却仍采用“统购统销”计划模式，
与市场化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现货发现价格，中长期交易避险”
是成熟、健康电力市场的“两条腿”，作为
不同的交易品种，只有互相配合，才能形
成市场化价格传导的电力系统。 而在中
长期市场化改革仍然沿用计划模式的情
景下，中长期市场无法与现货市场对接，
也与直接交易脱钩，不仅带来法律风险，
而且阻碍了电力市场正常有序建设，导
致市场运行失衡。

新一轮电改推进至今， 中长期市场
和现货市场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化
“摔打”，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既然两
个市场相辅相成已是共识， 为何还要继
续试错走弯路？

今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意见》， 再次强调构建有效竞争的电
力市场。 不久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明确
指出，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
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新一
轮电改推进已过五年，“症结” 和短板越
凸显， 阻碍越大， 越说明改革到了等不
起、慢不得的时刻，行业主管部门应该不
断适应新形势，直面挑战，坚守改革“初
心”，坚决落实好各项改革举措，丢掉电
改“过渡期”这个挡箭牌，拿出魄力和勇
气，喊嗓子的同时果断甩开膀子！

丢掉阻碍改革的挡箭牌短评

国家发改委近日连发两遍 《关于做
好 2021 年电力中长期合同签订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提出 “分时段 ”
签约 ，并明确指出将促成 “放开两头 、管
住中间”（1+X+1）的能源网络格局形成。

对此，业内人士预测，“分时段”签约
或是为现货市场建设“铺路”。 不过，国家
发改委日前发布的配套文件 《电力交易
中长期交易合同示范文本 》 （以下简称
《合同》）中部分重要条款仍为传统“统购
统销 ”模式 ，无法实现 “分时段 ”签约目
的。 “按此执行不能与现货市场对接，也
不能和直接交易挂钩， 中长期交易市场
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 ”该人士表示。

中中长长期期市市场场与与现现货货市市场场
相相当当于于电电力力市市场场的的““两两条条腿腿””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
场研究所所长陈皓勇认为 ， 今年 7 月 ，
国家发改委 、 国家能源局曾印发 《电力
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 》 （以下简称 《规
则》），虽然细节上更加完善 ，但在推进市
场建设方面并无实质性进步 ， 而且与 8
个现货试点的市场改革路径存在割裂。

“本次《通知》与《合同》是对 7 月发布
的《规则》的补充，旨在完善中长期市场，
与现货市场无缝对接。 那么，中长期市场
与现货市场有何联系？ ”陈皓勇说。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2017 年确
定浙江等 8 个省作为电力现货市场试
点省份 ，通过建立 “现货发现价格 ，中长
期交易避险 ” 的现代电力市场体系 ，代
替我国执行近 70 年的发用电计划管理
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
研究员冯永晟告诉记者：“整个市场体系
具有内在联系， 中长期价格实际上是锚
定现货价格的，现货市场发现价格，通过
价格反映系统运行的真实的状况， 同时
为中长期的交易提供价格基准。 ”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告诉记
者， 电力与普通商品最大的区别在于时
间价值，同样 1 度电 ，凌晨 1 点与下午 6
点的价值差别很大。 “有了现货市场后，
必须将包括中长期在内的所有交易按
照现货市场的时间尺度分解为曲线 ，而
且必须在交易形成时就进行分解。 ”

在华东电力设计院智慧能源室主
任吴俊宏看来 ， 成熟电力市场中中长
期交易必须带曲线分解 ， 否则现货市
场没有物理开展或结算执行的边界条
件 。 现货市场和中长期市场应该是相辅
相成的，不存在中长期交易为主、现货为
辅的说法，二者相当于电力市场的“两条
腿”。对此，陈皓勇表示认同：“中长期和现
货只是统一市场的两个不同的交易品
种，而不是两个不同的市场。 ”

““两两条条腿腿””面面临临
一一长长一一短短的的失失衡衡风风险险

记者了解到 ，《合同 》条款并未贯彻
电改 “9 号文 ”“管住中间 ，放开两头 ”的
核心思想， 中长期和现货这 “两条腿 ”
正面临“一长一短”的失衡风险。

《合同》明确，甲方为电力用户或售电公
司，乙方为发电企业，丙方为电网企业，三方
根据交易签订供用电合同和购售电合同。

北京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展曙光指

出：“电力直接交易中， 三方关系很明确，
电厂与用户是直接的买卖关系， 电网企
业是输配电服务提供商， 与电厂没有购
销关系，与用户没有销售关系。 但依据目
前的 《合同 》体系 ，电网企业向电厂购电
后，销售给用户。 换言之，《合同》体系与
真实交易关系 、法律关系不符 ，其中隐
藏着无法避免的法律风险 。 一旦爆发 ，
将严重影响电力市场建设。 ”

“直接交易 、现货市场交易 ，类似邮
寄快递的流程 ，快递公司作为渠道商不
参与所寄物品的定价和结算 。 健康的
电力市场结算中 ， 电网相当于快递公
司 ，不参与买卖双方的交易。若按照《合
同 》执行 ，直接交易沦为一纸空谈 ，中长
期市场对接现货市场的功能也无从谈
起。 ” 上述业内专家补充道。

一位长期从事电力体制改革研究的
专家表示：“电力交易的商品是电， 电网
提供的是输电服务。按交易合同和调度指
令操作电网设备、配合完成交易，是电网
企业的基本职责。 难道用户买一车水果
走高速，每笔交易都要‘养路队’跟着？ ”

在上海电力大学能源电力科创中
心常务副主任谢敬东看来 ，《通知 》中的
“六签” 是在电力现货市场未正式启动
前的一些配套规范性政策 ，避免电力中
长期市场的风险 ，与电力现货市场建设
没有关系。

电电网网、、调调度度及及其其他他市市场场
主主体体的的责责任任亟亟需需明明确确

电力中长期交易中是否需要电网公
司？ 对此，冯永晟表示，现在的中长期市
场中有交割义务的双边交易需要解决输
电问题，所以需要电网。 “但现货试点是
集中式 ， 实际潮流由集中优化决定 ，其
实不需要三方协议。 ”

“交易是市场主体的事 ，电网企业
当然不能参与。 但现在的直接交易又需
要电网参与 ，比如结算点的确定以及合
同执行和电网运行的协调 、 电费结算
等，这都是体制改革不到位形成的。 ”上
述电改专家直言。

对于《合同》中“漏洞”的填补问题，上
述业内人士表示：“更进一步说，如果交易
合同中需要出现一个丙方来加持，唯一选
择就是调度机构， 不能因为调度机构是
电网的一部分，就由电网完全替代。 ”

该人士解释：“调度为电力系统安全
负责，交易需要服从安全，所以调度决定
交易本身没错。 但目前的问题是，调度不
愿提供或者披露系统安全运行的相关
信息 ，完全处于 ‘灯下黑 ’的 ‘信息黑箱 ’
状态 ，信息披露阻力很大 。 要想市场化
改革顺利推进 ，亟需明确电网 、调度 、交
易以及市场主体各自的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