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装机容量和发电量是两回事， 煤电容量降至 50%不会诱发有效容量不足问题出现， 当前各地主要通过增加储能设
施，弥补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带来的系统调节能力不足问题。

统计名称
指标数据 2020 年 1-12 月

2019 年 1-12 月 2020 年 1-12 月 同比
发电量（亿千瓦时） 3487.41 3662.43 ↑5.02%

上网电量（亿千瓦时） 3268.77 3428.54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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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煤电电有有效效容容量量会会否否““吃吃紧紧””？？
■■本报记者 赵紫原

2020年核电发电量创新高
2020 年 1-12 月核电电力生产指标统计表 2020 年 1-12 月

全国发电量统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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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94%

5.59%

火力发电量占比

水力发电量占比

风力发电量占比

核能发电量占比

太阳能发电量占比

本报讯 记者朱学蕊报道： 中国核能
行业协会 1 月 27 日发布的 2020 年 1-
12 月全国核电运行情况（以下简称“运
行情况”） 显示， 2020 年我国运行核电
机组共 49 台 （不含台湾地区核电信
息）， 装机容量 5102.716 万千瓦 （额定
装机）， 全年共有 2 台核电机组完成首
次装料，分别为田湾核电 5 号机组和福
清核电 5 号机组。

据了解，2020 年全国累计发电量为
74170.40 亿千瓦时，运行核电机组累计发
电量为 3662.43 亿千瓦时，占全国累计发
电量的 4.94%，占比为近五年之最。 与燃
煤发电相比， 核能全年发电相当于减少
燃烧标准煤 10474.19 万吨， 减少排放二
氧化碳 27442.38 万吨， 减少排放二氧化
硫 89.03 万吨，减少排放氮氧化物 77.51
万吨。其中，第四季度运行核电机组累计
发电量 962.29 亿千瓦时，占四季度全国
累计发电量的 4.79%。

2020 年， 运行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
比 2019 年同期上升 5.02%； 累计上网电
量为 3428.54 亿千瓦时， 比 2019 年同期
上升了 4.89%。

记者注意到，2020 年，表征核电机组

运行的两个重要指标———设备利用小时
数和能力因子业绩不俗。 其中，核电设备
利用小时数等于机组在统计期内的发电
量除以机组装机容量，2020 年核电设备
利用小时数达 7426.98 小时， 比 2019 年
增加 80.76 小时； 机组能力因子是机组
可用发电量与额定发电量的比值，反映
核电厂在优化计划停堆活动和降低非
计划能量损失方面管理的有效性。 2020
年核电机组平均能力因子达到 92.95%，
比 2019 年增加 0.59 个百分点，其中田湾
核电 5 号机组能力因子达到 100%，台山
核电 1 号机组能力因子 71.56%，分别为
所有运行机组中的最高值和最低值。

安全生产方面， 运行情况显示，2020
年各运行核电厂严格控制机组的运行风
险， 运行核电机组的三道安全屏障均保
持完整状态，燃料元件包壳完整性、一回

路压力边界完整性、 安全壳完整性满足
技术规范要求。 发生 1 起国际核事件分
级（INES）1 级运行事件，未发生 2 级及
2 级以上的运行事件。 各运行核电厂未
发生一般及以上辐射事故， 未发生较大
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未发生一般及以
上环境事件， 未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
13 及职业性超剂量照。

此外，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法规和环
境辐射监测标准， 依据国家核安全局批
准的排放限值，各运行核电厂对放射性
流出物的排放进行了严格控制，对核电
厂周围辐射环境进行了有效监测。 2020
年 1-12 月放射性流出物排放统计结果
表明，各运行核电厂放射性流出物的排
放量均低于国家核安全局批准限值 。
1-12 月辐射环境监测数据表明， 运行
核电基地外围监督性监测自动站测出

的环境空气吸收剂量率在当地本底辐
射水平正常范围内，未监测到因核电基
地运行引起的异常。

1 月 25 日 10 时
16 分， 乌东德水电站
左岸地下电站 2 号机
组转子成功吊装，这是
该电站累计完成吊装
的第九台转子，标志着
电站向今年 7 月 1 日
前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

乌东德水电站共
安装 12 台单机容量
85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
组， 总装机容量 1020
万千瓦，其中 8 台机组
于去年投产。图为吊装
现场。 习心艳/摄

乌乌东东德德水水电电站站 22号号机机组组转转子子成成功功吊吊装装

聚焦煤电转型增效系列报道 之 五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消息称， 随着
风电、 太阳能等新能源快速发展，2020
年我国新增电力装机中清洁电力比重超
过 70%，煤电装机历史性降至 50%以下，
清洁电力装机容量则历史性超过 50%。

一减一增，碳减排效应显著，不过煤
电容量降至 50%以下， 是否影响电力系
统安全稳定运行？对此，业内人士向记者
表示， 装机容量与有效容量没有必然关
系，虽然部分时段、部分地区有效容量不
足问题已经显现，但电力供应总体平衡。
“未来的新一代新能源电力系统中，有效
容量是否充足还有待观察。 ”

煤电装机首降至 49.8%

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我国火电装机容量达 12.45 亿千
瓦，剔除其中超过 1.5 亿千瓦的天然气发
电、 生物质发电和余温余压余气发电，煤
电装机约为 10.95 亿千瓦， 占总装机的
49.8%，历史性进入 50%以内。

与煤电装机逐渐递减相对应的，是
可再生能源装机的激增。

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2020 年我
国 “风光” 发电分别新增装机 7167 万、
4820 万千瓦，去年二者新增装机合计达
1.2 亿万千瓦，占总新增装机约 63%。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高级顾问韩
文科指出， 可再生能源将成为电力能源
的主体， 我国清洁电力生产比重也将逐
年提高。 “前三季度， 规模以上水电、核

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一次电力生产占
全部发电量的 29.2%， 比上年同期提高
0.9 个百分点。 ”

煤电容量持续占比逐年减少， 新增
的可再生能源能否扛起电力系统安全
运行的“大旗”？ 记者注意到，在 2020
年全国 7.4 万亿千瓦时的发电量中，煤
电发电量占比达 65%左右，依然是电力
系统的“主力军”。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曾鸣表示：“从全国层面看， 在冬夏两季
电力高峰负荷的特殊时段，即使煤电装
机占比低于 50%，仍可保障高用电需求
水平下的电力供应安全，煤电仍是我国
电力系统的‘压舱石’。要实现碳达峰目
标，煤电装机量将进一步下降，但这并
不意味着煤电将在电力系统中消失。 ”

装机容量与有效容量无关

随着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并网、用电需
求持续增长、电气化比例逐步提高，从供
给侧来看，煤电有效容量会“吃紧”吗？

有效容量，即能主动适应负荷波动特
性而调整，主要增加出力的装机。 一位
长期从事电力政策研究的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装机容量和发电量是两回事，
煤电容量降至 50%不会引致有效容量
不足， 当前各地主要通过增加储能设
施，弥补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带来的系统
调节能力不足问题。 ”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袁家海表示：“电源结构的变化是低碳转
型的要求， 与有效容量不足没有必然关
系。 装机容量不能满足最大负荷和合理
运行备用时， 才会出现有效容量不足的
问题。 ”

袁家海进一步解释，我国明确了力争
于 2030 年前碳达峰目标，这对煤电发展
形成了上限约束。 “从电力安全角度看，
预计非煤清洁电力将满足‘十四五’期间
大部分新增用电需求， 现役机组加上在
建缓建机组有序投产，12 亿千瓦煤电
装机足以保障高用电需求水平下的电
力供应安全。 ”

在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
长林伯强看来， 有效容量是动态变化
的。 在碳中和目标驱动下，新能源发电
比例将不断提高，对电力跨区域调配能
力、电力系统灵活性和稳定性都提出了
更高要求。 “煤电可为当前电力系统提
供充足的有效容量，但要满足碳中和目
标，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有效容量是
否充裕目前不好判断。 ”

电力市场和需求侧需齐发力

虽然业内普遍认为装机容量与有
效容量没有必然关联，但上述业内人士
强调：“不可否认的是，煤电有效容量不
足，在局部地区、局部时段是存在的。 ”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
员冯永晟表示， 部分时段和部分地区，
可再生能源和外来电优先消纳，本地煤

电受双控、煤价以及电力市场设计缺乏
合理成本回收机制等因素影响，容量投
资未获得充足激励，导致容量水平和结
构难以充分保障系统可靠性。 “这些供
给侧原因加上负荷突然飙升，自然使短
期供求紧张加剧。 ”

冯永晟认为， 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波
动间歇特性不变、 全额保障性收购可
再生能源弊端凸显的情况下， 大幅提
高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并非易事。 “用
什么机制决定和分配整个社会需要承
担的成本， 包括确保可靠性所付出的
成本？ 理论上，只能走市场之路，这是
高质量发展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对电力
行业的根本要求。 ”

在高比例电力系统中，煤电装机逐步
减少，稳定支撑问题如何解决？ 袁家海表
示， 未来满足电力需求的方式将发生变
化，不再是无条件、低层次的粗放模式，
届时的电网形态也会发生显著变化。

“目前，我国正在制定传统燃油汽
车退出的时间表，预计到 2050 年全国
范围内传统燃油汽车将在新车市场上
完全退出。 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可作
为储能资源 ， 为电力系统提供灵活
性服务 。 电力行业需要全力发展新
能 源 发 电 和 配 套 的 灵 活 性 电 力 资
源 ，重视需求响应和终端能效提升 ，
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智能坚强的
电网体系 ， 以确保可再生能源为主
的清洁电力系统安全 、高效运行 。 ”
袁家海解释 。

关注

水利部：

去年长江经济带
退出小水电 3528座

本报讯 全国水利工作会议近日
在北京举行， 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在会
上介绍，2020 年，我国创建 278 座绿色
小水电示范电站， 长江经济带小水电
清理整治任务基本完成， 退出电站
3528 座，2.1 万多座电站落实生态流量
目标。 同时，三峡工程拦蓄洪水 254 亿
立方米， 全年发电量 1118 亿千瓦时，
创世界纪录。 组织检查 6699 座小型水
库、2146 座水闸安全运行情况，单座水
库发现问题数持续下降。

针对 2021 年全面强化水生态治理
修复，鄂竟平指出 ，要狠抓水土流失
防治， 编制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
专项规划，重点实施长江上中游、黄
土高原、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治理，推
进坡耕地综合整治、 小流域综合治理
和淤地坝建设， 全面推行水土保持工
程建设以奖代补，完成年度 6.2 万平方
公里治理任务；狠抓地下水超采治理，
加快实施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持续推进“一减、一增”综合治理，
着力在“减”上下大功夫，多渠道加大
华北地区河湖生态补水。 做好南水北
调东、 中线一期工程受水区地下水压
采及评估工作。 推动内蒙古西辽河流
域“量水而行”工作；狠抓农村水电绿
色发展， 完成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
整改任务，启动黄河流域小水电突出
问题清理整治， 实施小水电绿色改造
现代化提升工程，新增 50 座以上绿色
小水电示范电站、100 座安全生产标准
化电站。 （水讯）

中电联：

近期电煤市场
价格高位回落

本报讯 记者赵紫原报道：中电联
中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编制办
公室 1 月 25 日发布的《CECI 指数分析
周报》（2021 年第 3 期）（以下简称 《周
报》）显示，1 月 18 日—1 月 22 日，春节
临近煤炭主产区以保安全为主，基本保
持即产即销，电煤供应偏紧格局持续，
周边地销需求较好，港口现货大幅下
跌、部分煤矿出货放缓，站台库存开
始累积，多数矿煤价开始回调。

《周报》指出，当周寒潮天气较弱，
加之春节前工业负荷有所减少，水电、
风电等清洁能源发电出力有所改善，
电厂日耗高位回落，前期持续大负荷、
电厂库存低位趋平。在需求下降预期
下期货下跌，市场出现观望情绪，贸
易商降价出货， 电煤报价高位断崖
式下降，现货市场转弱下行。

虽然电煤需求预期转弱，但价格仍
居高位。《周报》指出，当期 CECI沿海指
数 5500 大卡、5000 大卡现货成交价分
别为 901 元/吨、826 元/吨，分别比上期
上涨 67 元/吨、62 元/吨；综合价分别为
749元/吨、673元/吨， 分别比上期上涨
25 元/吨、24 元/吨。 截至 1 月 21 日，
5500 大卡、5000 大卡离岸样本月度平
均价格为 772.4 元/吨和 675.9 元/吨，比
12 月份分别上涨 102.4 元/吨和 81.9
元/吨，创指数编发以来最大涨幅。

《周报》显示，从样本情况看，离岸
长协、 批量样本量占比有所提高，高
价现货接受度降低，当期现货样本量
处于今年最低水平，采购或询价时间
差异造成现货成交价格区间较大，价
格体系混乱。

CECI 进口指数方面，《周报》指出，
当期到岸标煤单价为 738 元/吨， 比上
期持平，仍是 CECI 进口指数发布以来
最高水平，进口煤价格相对内贸煤价格
优势仍然明显。 进口煤通关较为顺畅，
国内电厂采购进口电煤陆续到岸，本
周进口样本量继续处于指数发布以来
较高水平。

《周报》指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
经济将继续保持向好势头， 工商业陆
续进入春节模式， 但近期多地倡导在
工作地过年、 工业负荷下降幅度可能
会低于往年，电力及热力负荷需求可
能将高于往年春节假期水平。 春节临
近、煤炭主产地增产稳产难度较大，产
地和北港低库存且优质低硫品种紧
缺， 部分进口煤陆续到港也难改供应
紧张局面，前期持续大负荷后电厂库
存整体仍明显偏低， 保发电供热压
力依然很大。

《周报》建议，有关部门近期仍需坚
持行之有效的增加煤炭供给和打击市
场炒作等综合措施，持续增加电煤有
效供给，增强市场信心，稳定市场预
期，从而有效平抑市场价格，引导市
场尽快回归绿色区间。电力企业仍需
密切关注气候变化、 近期疫情防控
对市场供需两端影响， 继续积极配
合国家做好保供控价工作， 提前谋
划、提前准备，强化电煤保供预案及
落实， 未雨绸缪做好电厂库存管理
和组织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