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格指数类别 本期价格 上期价格 环比 涨幅

综综合合价价
55550000 558877 558844 33%% 00..55%%
55550000 552277 553300 --33%% --00..66%%

成成交交价价
55550000 660088 558844 2244%% 44..11%%
55550000 553366 551177 1199%% 33..77%%

离离岸岸价价
55550000 558877 558866 11%% 00..22%%
55550000 552255 553311 --66%%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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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 2 台 39 万千瓦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扩建项目 6 号机组并网，机组各系统
参数正常，设备运行平稳。

该项目是广东省“十三五”首个获核准的 9F 级燃机调峰发电项目，建设规模为 2 套 9F 级燃气一蒸汽联合循环机组，
由中国能建广东院勘察设计，广东火电建安总承包。 图为项目全景。 徐凌/摄

东莞樟洋燃气发电
扩建项目 6号机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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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发布的 《CECI 指数分析周报》（2021
年第 8 期，以下简称《周报》）显示，近期保
供结束后主产地煤炭供应有所下降，坑口
煤炭库存回落，煤价有所上调。 铁路煤炭
发运量有所下降， 港口周转效率较低，北
港库存小幅增加。 各地复工复产进程加
快，主要行业煤炭需求回升，但化工、水泥
等行业阶段性集中补库相继结束，高价水
平下下游采购需求有所减弱，整体成交量
有所减少，港口电煤现货价格高位趋稳。

数据显示，当期（3 月 4 日—3 月 11
日）CECI 沿海指数 5500 大卡、5000 大卡
现货成交价分别为 608 元/吨、536 元/吨，
分别比上期上涨 24 元/吨、19 元/吨；综合
价分别为 587 元/吨、527 元/吨，分别比上
期上涨 3 元/吨、下降 3 元/吨。 截至 3 月
11 日，5500 大卡、5000 大卡月度离岸综合
价分别为 591.78 元/吨和 524.15 元/吨，
分别比 2 月份月度综合价降低 44.22 元/
吨和 63.85 元/吨。

针对上述数据，《周报》指出，从样本
情况看，离岸样本量总体回升至春节前水

平，其中长协和批量样本量占比仍维持高
位，电厂节后市场煤采购需求较低，主要
以长协煤为主。 从热值分布看，5500 大卡
离岸样本量占比仍处于指数发布以来低
位，高卡低硫煤资源依然紧缺。

3 月 8 日-3 月 12 日， 曹妃甸港区电
煤现货价格呈“先涨后稳”走势。 其中，周
前期煤价延续上周大幅上涨走势，3 月
10 日，CECI 曹妃甸指数 5500 大卡、5000
大卡和 4500 大卡价格分别比 3 月 5 日
上涨 34 元/吨、25 元/吨和 23 元/吨。 《周
报》分析，周后期，下游电厂对高价市场
煤接受程度较低， 叠加港口库存持续增
加，以及水泥、化工集中采购降温对市场
整体供需影响， 市场观望情绪加重，煤
价涨幅收窄企稳。

3 月 12 日，CECI 曹妃甸指数 5500
大卡、5000 大卡和 4500 大卡价格分别为
631 元/吨、551 元/吨和 483 元/吨， 分别
比 3 月 5 日上涨 36 元/吨、26 元/吨和 25
元/吨。

《周报》指出，当期 CECI 进口指数到
岸标煤单价为 781 元/吨， 比上期下降 6
元/吨，环比降低 0.8％。 虽然价格持续回
落，但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本周到港的
进口煤多数仍为前期供需紧张阶段采
购，煤炭价格及海运费较高。

就当期的 CECI 采购经理人指数，
《周报》指出，与上期相比，需求和价格分
指数环比上升，供给、库存和航运分指数
环比下降。 供给分指数为 51.54%，环比
下降 1.37 个百分点，连续 9 期处于扩张
区间， 表明电煤市场供应继续增加，增

幅继续收窄。 需求分指数为 51.01%，环比
上升 0.23 个百分点， 连续 2 期处于扩张
区间，表明电煤需求继续增加，增幅略有
扩大；其中，电煤消耗指标和电煤计划
指标均为 51.01%、均环比上升，表明电
煤消耗量和计划采购量均继续增加。

根据中电联 《电力行业燃料统计日
报》监测，3 月 5 日至 3 月 11 日，纳入统计
的发电企业日均耗煤量 491 万吨，比 2 月
26 日至 3 月 4 日增长 6.8%。 库存分指数
为 49.80%，下降至收缩间，环比下降 0.45
个百分点，表明电厂综合可用库存有所下
降；其中，电厂可用库存指标为 48.99%，新
合同指标为 50.61%。

到了 3 月 11 日， 电厂库存可用天数
15.4 天，比 3 月 4 日低 1.9 天。价格分指数
为 52.54%，环比上升 2.49 个百分点，连续
2 期处于扩张区间，表明电煤价格继续上
涨，涨幅继续扩大。

中电联称，目前国内工业企业基本完
成复工复产，工商业活动基本恢复，加之
供暖季即将结束， 煤炭需求即将进入淡
季、边际增量有限，电厂电煤消耗将季节
性回落。 全国“两会”结束，煤炭产量将有
所恢复， 但是受主产地省份安全大检查
等因素影响，产量恢复或低于预期。

中电联建议， 电力企业一是要关注
主产地安全环保检查对煤炭供给的影
响，继续积极配合国家做好保供控价工
作； 二要继续密切关注负荷变化及水
电、 新能源出力增加对火电的影响，及
时调整电煤采购计划；三要继续加强长
协合同兑现，稳定电煤供应基础。

今年第 8 期中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分析周报建议———

电企需关注煤炭主产地产量变化影响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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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沿沿海海电电煤煤采采购购价价格格指指数数（（CCEECCII沿沿海海指指数数））

记者 3 月 19 日从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网”）召开的“服务碳达
峰碳中和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抽水
蓄能开发建设重要举措”发布会上了解
到，为促进我国抽水蓄能发展，该公司
力争“十四五”期间在新能源集中开发
地区和负荷中心新增开工 2000 万千瓦
以上装机、1000 亿元以上投资规模的抽
水蓄能电站。 对比“十三五”，国网“十四
五”抽蓄投资将同比增加约 43%。

与会业内专家一致认为， 提高电力
系统灵活调节能力，目前公认最安全、最
稳定、最成熟、最经济的方式，就是大力
发展抽水蓄能。 抽水蓄能是“构建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
未来将有更大发展空间。

支撑带动新能源和制造业发展

随着新能源、微电网、互动式设备将
大量接入，电力系统“双高”“双峰”特征
凸显，系统的物理基础、功能形态深刻
变化，给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
供应带来重大挑战。 今年年初，美国得
州大面积停电暴露出极端天气情况下
新能源出力锐减带来电力短缺问题，影

响到能源安全。
国网董事长、 党组书记辛保安在发

布会上表示， 加快发展抽水蓄能是保障
电力安全和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 “抽水
蓄能有效应对电力系统各种复杂变化，
快速提供大容量应急出力， 保障电力安
全、能源安全。 ”

作为目前技术最成熟的大规模储能
方式，抽水蓄能具有调峰、调频、调相、储
能、系统备用和黑启动等“六大功能”和
超大容量、系统友好、经济可靠、生态环
保等优势，可有效保障高比例新能源电
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提升新能源利
用水平。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抽水
蓄能电站平均利用小时约 2746 小时，较
“十二五”增长 95.7%，国网经营区新能源
利用率从 83.7%提高到 97.1%，抽水蓄能
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 2020 年
底，我国新能源装机已达 5.3 亿千瓦，在
全球新能源装机总量中的占比已超过
1/3，2030 年将达 12 亿千瓦以上， 新能
源的高效利用将面临较大挑战。 预计
2030 年 ， 我国抽水蓄能装机将达到 1
亿-1.2 亿千瓦 ， 可新增消纳新能源
5000 亿度以上。

另外，作为能源基础设施，抽水蓄能
电站具有投资规模大、产业带动力强等
特点，综合效益明显。 “十三五”期间，国
网完成抽水蓄能建设投资 700 亿元，带
动社会投资超过 1500 亿元， 上下游产
业整体投资规模接近 2300 亿元， 提供
各类就业岗位 10 万个。

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李冶介绍，目前
我国在运抽水蓄能装机 3179 万千瓦、在
建装机 5243 万千瓦，是全球抽蓄电站规
模最大的国家，已建成投产的 30 余座电
站运行稳定，在保障电力安全、推动新能
源健康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国家能源局正在组织开展新一轮
抽水蓄能中长期规划， 推动完善价格形
成机制，以保障其健康发展。 ”

多举措保障抽蓄提速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国抽
水蓄能占电源总装机比重仅为 1.4%，无
法满足新能源快速需求。 为此，国网加
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研究出台了加快抽水蓄能开发建设
的重要举措。

辛保安介绍，国网将充分满足新能源

发展需要和区域、省级电网调峰需求，积
极推动抽水蓄能电站科学布局、 多开多
投。 “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坚持开放发展
的理念， 欢迎社会各方共同参与投资、
建设、运营。 股权比例灵活设置，可参可
控，国网愿与社会各方力量建立共建共
享机制，实现合作共赢。 ”

国网副总经理刘泽洪表示， 国网还
将统筹设计、施工、监理、制造力量，推进
标准化设计，提升机械化施工水平，深化
全过程节约集约，优化建设工期，保护生
态环境。 “此外，我们还将发挥电网统一
调度优势，推进‘新能源+抽水蓄能’联
合调度，最大限度提高抽水蓄能和新能
源的协同效益，也会研究抽水蓄能参与
电力市场路径， 促进其更加灵活参与系
统调节。 ”

“国网将全力创造便利条件， 为经营
区内抽水蓄能电站提供并网服务， 确保
电站及时并网、尽早发挥作用。 ”刘泽洪
介绍，国网将联合设备制造业、工程建设
单位，依托电站群，集中攻克变速机组、
40 万千瓦以上大容量机组、 机组出口
开关国产化等技术难题，带动抽蓄装备
制造业向高端迈进，带动工程建设水平
提档升级。

本报讯 早春时节， 位于山东
烟台的海阳核能供热二期 450 万
㎡供热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
象。 换热器间钢结构立柱全部吊装
完成， 结构横梁已吊装完成 30%，
厂区循环水管道支架基础已进入
结构施工阶段，换热器疏水管道正
在施工……

不远处的海阳核电员工宿舍
区内，暖意融融，清澈的淡化海水
从水龙头汩汩流出，员工和家属交
口称赞：“口感很好， 没有咸味儿，
也没有杂质。 ”

在海阳核电，国家能源核能供
热商用示范工程和世界首个水热
同传实践工程，不仅实现了核能清
洁供暖， 而且创新实现水热同传，
让核电站员工率先感受到核能综
合利用带来的新鲜和低碳。

不仅如此，以海阳核电的创新实
践为起点， 核能综合利用示范纳入
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 “十四五”
规划。 近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明确提出，开展山东海阳等核
能综合利用示范。 而且，山东省能
源局发布此前发布的《2021 年全省
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也提出，积极
开展胶东半岛地区核能综合利用
规划研究。 业内认为，从国家到地
方，核能综合利用正在为我国核能
产业发展开辟出一条全新的跑道。

其实， 核能供热作为海阳核电
核能综合利用第一步， 早在两年前
就已迈出。

2019 年 11 月，海阳核能供热一
期工程 70 万㎡项目建成投运，开创
了国内先河， 被国家能源局命名为
“国家能源核能供热商用示范工
程”，山东省能源局委托独立第三方
评估首季运行情况， 结论为清洁、
安全、稳定、高效，在技术上取得了
核能利用效率的提升，经济上具备
了与燃煤供热持平的竞争力，具有
大规模推广应用价值。

目前，70 万㎡核能供热第二个
供暖季正在运行， 本季海阳核电通
过内部挖潜，增大对外供热输出，覆
盖面在去年三十多个小区的基础
上，新增三个小区。 而且，在实现国
内首次核能商业供热后一年， 烟台
市于去年底开启了全国 “零碳”供
暖城市创建，国家能源核能供热商
用示范工程二期也同步开工。

据山东核电有限公司介绍，国
家能源核能供热商用示范工程二
期各项工作目前正在紧锣密鼓推
进， 满足今年供暖季建成投运的
目标， 届时将实现海阳城区居民
核能供热全覆盖 ， 创建全国首个
“零碳”供暖城市，预计每个供暖季
节约原煤 10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18 万吨， 减少当地 80%废气排放。
同时，海阳核电还在开展远距离大
规模核能供热研究，力争让延伸至
整个胶东半岛。

同时，作为世界首个水热同传实
践工程， 海阳核能综合利用首次实
现了供热和供水的跨界组合 ，比
传统分传技术节省投资约 50%，节
省运维成本约 20%，提高了能源效
率，降低了用能成本，为同步解决
城市清洁取暖和淡水需求等民生
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行的方案。

水热同传是海阳核电“智慧小
区”项目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这个
“智慧小区”还包括储电、储热、光
伏发电、智慧路灯等，即通过控制
系统，实现多能互补联合经济运行，
目前建安工作基本完成， 部分功能
已投入使用。

据了解， 依托国家电投综合智
慧能源的成熟模式和海阳市打造
“新能源综合利用示范城市” 的契
机，海阳核电正在积极策划“风光核
储一体化” 项目， 充分利用自身资
源、存量设施和人才优势，加大核能
多场景综合利用的创新和开发，加
强与不同产业合作， 通过核电同海
水淡化、分布式光伏、海上风电、储
电、储热多能互补，向市场用户提供
电、热、水、氢等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实现智慧核能综合利用， 打造智慧
小区、智慧城市。 (张爱美 )

山东海阳核能
综合利用效应初显

“十四五”抽蓄建设按下“加速键”
国网新增开工 2000 万千瓦以上抽蓄装机，并向社会开放拟建抽蓄项目股权投资

■■本报记者 苏南

海海阳阳核核电电站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