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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2月省间交易电量大增

本报讯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近日
发布消息称，今年 2 月，该中心省间交
易电量完成 675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1.7%。省间市场交易电量完成 333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81.5%，占省间交易电量
的 49.4%。

信息显示，今年 1—2 月，北京电力
交易中心省间交易电量完成 1727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28.1%；省间市场交易电
量完成 80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7%，
占省间交易电量的 46.5%。

2 月份，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省间清
洁能源交易电量完成 248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1.5% ， 占省间交易电量的
36.7%。 其中，水电电量 141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4.2%，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
电量 77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37.9%。
开展省间清洁能源交易，减少标煤燃
烧 76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836
万吨。

1—2 月，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省间清
洁能源交易电量完成 598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23.3% ， 占省间交易电量的
34.6%。 其中，水电电量 346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6.4%，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
电量 17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4.7%。开
展省间清洁能源交易，累计减少标煤燃
烧 1894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576
万吨。 （京讯）

前两月浙江全社会
用电量同比增 43.74%

本报讯 国网浙江电力近日发布消
息称，1-2 月， 浙江全社会用电量 721.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3.74%。

据悉，1-2 月，浙江一、二、三产业用
电量分别为 2.4 亿千瓦时、469.49 亿千
瓦时、123.34 亿千瓦时 ， 同比分别增
长 2 .15%、74 .05%和 13 .06%。其中工
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等行业累计用电量同比
增 长 较 大 ， 分 别 增 长 80 .29% 、
25 .53%和 19 .33%。 前两个月 ， 浙江
城乡居民用电量达到 126 .47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4.62%。

浙江全社会会用电量保持高速增
长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今年以来，得
益于浙江省内疫情防控效果显著，以
及各地倡导留浙过年，浙江全社会经
济社会活力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这
一态势体现在用电上，是用电量的爆
发式增长。 今年以来，受几股强冷空
气影响 ， 浙江省内多地出现低温天
气，释放全社会用电需求，全社会用电
负荷攀高、用电量增长。 1-2 月，国网
浙江电力完成电能替代项目 7442 个，
替代电量 18.15 亿千瓦时，提升了全社
会用电量。 （张帆）

河北南网去年直接
交易电量 430.65亿度

本报讯 河北电力交易中心日前组
织召开的 2020 年河北南部电网年度电
力市场信息发布会透露， 2020 年完成
电力直接交易 16 次 ， 总成交电量
430.65 亿千瓦时，交易均价 351.36 元/
兆瓦时，共释放改革红利 7 .35 亿元 。
河北南部电网用电规模保持平稳 ，
电力供需平衡有余 ， 统调全年购电
量完成 2064.55 亿千瓦时， 同比增加
1.75%。 其中，省公司购电量 1296.05 亿
千瓦时，同比降低 4.76%；地市公司购电
量 53.9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1.12%；
网外购电量 714.56 亿千瓦时， 同比增
长 4.26%。

2020 年，河北南部电网首次实现了
通信企业等集团化电力用户入市， 各类
市场主体全年新增 2739 家， 累计达到
4547 家，其中发电企业 462 家、电力用
户 3279 家、售电公司 806 家，多买多卖
格局进一步形成。 （冀讯）

河南去年累计直接
交易电量 993.6亿度

本报讯 河南省能监办近日发布的
信息显示，2020 年河南省组织开展电力
直接交易共计 9 次， 累计交易成交电量
993.6 亿千瓦时。 年度直接交易 2 次，成
交电量 932.2 亿千瓦时；月度直接交易 7
次，电量 61.4 亿千瓦时。

截至 2020 年底，河南省已准入市场
交易主体16061 家， 其中发电企业 55
家、售电公司 370 家 、电力用户 15636
家。 电能替代交易累计成交电量 123
亿千瓦时。 其中，替代燃煤锅炉、燃煤
窑炉等用户交易电量 92 亿千瓦时 ，
替代拥有燃煤自备机组交易电量 11
亿千瓦时。

合同电量转让方面，2020 年河南
省累计组织开展在役发电机组优先发
电电量发电权转让交易电量 40.9 亿千
瓦时， 开展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发电权
转让交易电量 47.5 亿千瓦时， 关停补
偿交易电量 100 亿千瓦时。 另外，河南
省 2020 年组织自备煤电机组关停代
发交易电量 7 亿千瓦时。 （豫能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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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煤煤价价格格再再现现大大起起大大落落
■■本报记者 卢彬

短短短短两两个个月月内内，，电电煤煤价价格格先先是是猛猛增增 116600 元元，，又又在在不不到到一一个个月月后后回回落落近近 113366 元元——————

中电联 3 月 5 日发布的中国沿海电
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 沿海指数）显示，
5500 大卡电煤综合价报收 584 元/吨。 而
就在此前，CECI 沿海指数 5500 大卡综
合价由去年 12 月初的 600 元/吨增至今
年 1 月底的 760 元/吨。

短短两个月内， 电煤价格猛增 160
元， 又在不到一个月后回落近 136 元，
在经过近两年的相对平稳运行后再现
剧烈波动。 对此，中电联行业发展与环
境资源部副主任叶春表示 ，2020 年 11
月下旬以来，电煤供需两端均发生复杂
变化 ，共同造成煤炭市场 “供需失衡 ”
的局面。

多因素叠加致煤价“巨震”

2020 年，煤价整体维持在低位运行，
CECI 沿海指数 5500 大卡综合价甚至一
度跌至 500 元/吨以下， 而 2020 年 12 月
初，受供需两侧因素共同影响，动力煤价
格开始快速上涨。

“去年 11 月下旬开始，极寒天气致使
居民采暖用电需求攀升。 此外，工业用电
需求叠加出口形势利好等因素， 使得用
电需求快速增长。 ”易煤研究院总监张飞
龙告诉记者，“另一方面， 供给侧虽然增
加了一些保供生产能力， 但由于社会库
存缓冲能力不高，去年 11 月底库存水平
已达低点，一定程度上推动煤价走高。 ”

电煤现货价格快速上涨， 一度令市

场定价体系出现混乱。 去年 12 月，易煤
网、中国煤炭资源网、中电联旗下多个煤
价指数相继停止发布。

叶春表示，特别是气温“前低后高”
引发电厂日耗水平出现转折， 电煤价格
随之明显改变。 “今年 1 月中旬之后，气
温明显回升且持续偏暖，2 月平均气温
较常年同期偏高 2.9℃，为 1961 年以来
同期最高值。 气温回升与春节部分企业
停产相叠加， 电厂电煤消耗出现较大幅
度回落。 据中电联统计监测，纳入中电
联电力燃料数据统计的全国燃煤电厂
日耗自 1 月下旬开始稳步回落，春节期
间已回落至 300 万吨/天左右。而去年 11
月 24 日开始， 这些电厂日耗连续 65 天
超过 500 万吨/天的水平， 最高甚至超
过 700 万吨/天。 ”

五大发电煤电月度亏损加剧

煤价大起大落，给下游发电厂带来不
小的压力。 某东部省份沿海电厂燃料部负
责人告诉记者，该厂今年 1 月的入厂标煤
单价曾超过 1100 元/吨。 “这可能是建厂
以来最贵的一次。 ”

山东某发电央企负责人也表示，煤价
剧烈波动对电厂预算、 生产经营业绩考
核等都造成影响。 “特别是 1 月份，‘外
电入鲁’ 电量大幅下降， 原先每天 3、4
亿千瓦时的电量降到只有 1 亿千瓦时
左右。 而本地新能源由于受大雾天气影

响出力不足， 省内一部分电厂又受到铁
路运力限制，难以提升出力，运煤不受影
响的电厂就必须顶住。 为了保供，我们电
厂实际购买的市场煤比计划量额外多出
近 30%， 高昂的成本反过来影响了企业
的效益考核。 ”

该负责人进一步表示， 高煤价时电
厂肩负保供职责， 额外多发保障电力供
应，而在近日煤价快速回落、发电成本
降低后，电厂却由于外来电、本地新能
源恢复出力，不得不压减负荷，甚至频
繁启停机组。 “涨价降价，电厂都要付出
高昂运行、维护成本，经营压力巨大。 ”

“在经历 2017-2019 年煤电行业持续
亏损、负债率居高不下的严峻情况下，此
次‘迎峰度冬’期间煤炭价格上涨至两年
来新高，煤电企业煤炭采购成本持续大
幅增加，五大发电集团煤电板块自 2020
年 10 月开始出现月度整体亏损， 去年
12 月及今年 1 月进一步加剧，煤电企业
经营更加困难，不利于全社会用能成本
降低和支撑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叶
春直言，“不仅如此， 煤价大幅上涨，经
营压力加大，部分电厂长期亏损，煤炭
采购、设备检修、维护员工队伍稳定等工
作压力剧增， 对电厂和电网的安全生产
运行造成了很大影响。 ”

年内电煤价格中枢水平或提升

采访中，多位电、煤行业从业者表示，

煤炭价格短期内或逐渐回升，但由于经
济、政策等因素影响，市场煤价不确定
性仍然较强。

叶春指出， 煤炭价格近期在刚刚接
近绿色区间后，即开始大幅反弹，反映
出市场情绪脆弱及对后市供需判断仍
不乐观， 后期煤炭价格继续波动的可
能性较大 。 “保供政策陆续退出的预
期 、煤矿安全检查 、大秦线例行检修 、
港口封航等一系列因素，甚至金融期货
市场都会对今年煤炭供应和运行产生
影响，可能会提升今年电煤市场价格中
枢水平。 ”

张飞龙认为，需求侧也是未来一段
时间煤价不确定性的重要。 “目前宏观
经济形势相对乐观， 下游用电需求也
在稳步回升。 但考虑到今年四五月份
各地会相继出台有关碳达峰、 碳中和
的政策及规划，钢铁、水泥、建材、化工
等重点行业将受到何种程度影响 ，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 如果下游工业用电
被压制， 电煤价格也存在受到冲击的
可能。 ”

“现在刺激市场剧烈变化的综合因素
较多。 ” 上述山东发电央企负责人则指
出， 电厂今年需要面对的市场波动比往
年更大，“虽然我们厂今年的电煤长协
已签完，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年度长协
按比例搭售月度、现货的形式，市场波
动对电厂燃料成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电厂研判市场的难度也在提升。 ”

近日 ，张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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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价格近期在刚刚接近绿色区间后，即开始大幅反弹，反映出市场情绪脆弱及对后市供需判断仍不乐观，后
期煤炭价格继续波动的可能性较大 。 保供政策陆续退出的预期、煤矿安全检查、大秦线例行检修、港口封航等一
系列因素，甚至金融期货市场都会对今年煤炭供应和运行产生影响，可能会提升今年电煤市场价格中枢水平。

聊电事儿

■■朱学蕊

全国两会圆满落幕， 对核电行业而
言，除了代表委员建言呼吁，政府工作报
告中一句“在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
核电”更像是一次全新的启幕。 过去十年，
“积极”一词鲜有被用来表述核电，尤其在
核电发展节奏、规模增速明显放缓的情景
下，这样的表述预期性显而易见。

从社交平台、行业企业公号到媒体报
道，从核能业主、建设企业到装备制造业，
确有等到曙光的欣喜。

在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
的确是一份相当难得的预期。 为什么难
得？ 比一比同是清洁能源的“风光水”就知
道，核电过去十年走得有多慢。

2010 年 ， 我国电力总装机 9.6 亿千
瓦，其中水、核、风、光装机分别约为 2.16
亿千瓦、0.11 亿千瓦、0.3 亿千瓦、0.009 亿
千瓦；2015 年， 我国电力总装机增至 15.3
亿千瓦，其中水、核、风、光装机分别为 3.2
千瓦、0.27 亿千瓦、1.31 亿千瓦、0.42 亿千
万。 2020 年， 我国电力总装机约 22 亿千
瓦，其中水、核、风、光装机分别约为 3.7 亿
千瓦、0.5 亿千瓦、2.8 亿千瓦、2.5 亿千瓦。

十年间的变化数据一目了然：清洁能源装
机整体实现剧增， 其中水电增了七成，风
电增近 300 倍。 相比之下，核电装机十年
仅仅翻了五倍。

核电发展缓慢， 最关键的因素是政
策，最重要的考量是安全。 2011 年日本福
岛核事故发生后，我国随即按下了核电发
展“暂停键”，“国四条”对新建核电划出了
重点、设置了安全“门槛”。 十年间，核电
产业先后几次破冰重启，力度虽不大，但
陆续有新项目审批和建设， 而且在整体
稳步推进的节奏下， 实现了首批三代核
电投产、 自主三代核电示范项目首堆发
电和后续项目批量化建设。 所以，业内将
过去十年核电产业的状态总结为：“没吃
饱”但也“没饿死”。

那么，“十四五”对核电而言，机遇在
哪里？ 说到这里，想起一位同龄核电人的
感慨： “十四五”是 “80 后”最关键的“窗
口期”，是决定前途和后半生的五年。 巧合
的是，我国核电产业发展至今，正好四十
来岁，就像“80 后”，身处厚积薄发和职业
发展的黄金时段，尤其在“30·60” 双碳目
标下全社会清洁低碳转型和能源结构持
续优化的大背景下，核电新一轮发展恰逢

其时，当然也会迎来激烈的竞争和挑战。
核电能量密度大、 低碳且稳定高效，

作为基荷电源，有望大规模替代传统化石
能源， 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实
现减碳目标的优势选项。 尤其在我国东南
沿海和中部地区“双控”压力较大的省份，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适时选择发展核电，
理论上具有较大空间，这在今年以来电力
企业的发展规划中可见端倪。 例如，国家
电网日前发布的该公司“碳达峰、碳中和行
动方案”明确提出，到 2030 年，其经营区域
内核电装机达到 8000万千瓦以上。 有分析
人士测算，除去目前在运和在建机组，国家
电网经营区域内“十四五”新投产和新开工
核电规模将在 3500 万千瓦左右。加上南方
电网区域内的广东、海南、广西，未来五年
全国新建核电项目比较客观。

当然，机遇与挑战并存。 对核电而言，
未来要分享清洁能源这个“大盘子”，首先
要直面竞争。 2020 年年底，我国明确提出
2030 年 “风光 ”总装机将达到 12 亿千瓦
以上的目标 ，这相当于在 “十三五 ”并网
装机基础上， 未来十年新增装机规模要
达到 6.7 亿千瓦以上。 试想，届时若储能
技术实现突破， 或者多能互补实现质和

量的提升，那么“风光”短板将不复存在，
期间核电是否还能发挥优势？ 还能否实
现业内此前预期的 1.2 亿—1.5 亿千万装
机目标？ 还有，目前“风光”已开启平价上
网， 未来核电的经济性还能否持续提升？
能否更好地参与多能互补和电力市场化
竞争？

当然， 核能利用不止于核电，“十四
五”期间，核能综合利用或许会迎来新的
机遇，在清洁供暖、工业供汽、海水淡化、
余电制氢、制冷等方面发挥作用。

“十四五”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不同
电源要高质量发展，要加快转型，对接未
来的数字化、智能化和更广阔的市场，不
仅要抢抓机遇，更要“强身健体”，而核电
产业要发挥更大价值，不可再错良机！

核电别再错过“新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