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电事儿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国家承诺，也
是发展之需， 更是各行各业当前紧锣密鼓
落实的大事儿，备受全社会的关注。说到能
源领域的碳减排，很多人自然会想到煤炭、
煤电， 认为基于我国的资源禀赋和能源消
费结构，减碳就等同于减煤，尤其是通过燃
烧煤炭发电的煤电， 就应该加快淘汰或者
不再新建。

“十四五”刚刚开头，各地煤电项目的
规划安排引来不少争议。比如，湖南省日前
发布的 《湖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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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
要》（以下简称《纲要》），就因涉及 8 个煤电
建设项目遭到质疑，被指“大兴火电”“与减
碳相悖”。

暂且不讨论湖南的能源供应现状，就
当下“30·60”双碳目标推进下的现实国情
而言，新建煤电真的是错误和倒退吗？

笔者注意到，上述《纲要》提及的 8 个煤
电项目，其中 4个早已通过审批，正处在建设
阶段；3个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均是以扩建、
搬迁等形式对老旧机组进行替代；真正可以
算得上新建项目的只有 1个。很明显，湖南煤
电并没有“大干快上”，相比于自身的电力需
求，湖南在煤电建设方面甚至十分克制。

从 2017 年开始， 国家能源局每年都会
发布一次《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以控制
煤电大规模扩张。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
省份从煤电装机过剩的红色预警转为橙色、

绿色，而湖南从预警发布至今的数年内，一直
保持着煤电绿色预警等级。在省内核电搁置、
水电资源开发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煤电是湖
南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压舱石。

所以，湖南建煤电，并非有意与碳减排
“作对”。

此外，造成“恐煤”观点盛行的另一个原
因是，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明白装机与电量之
间的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风电、光伏发电接
入电网，新能源发电量将快速增长，煤电电量
将相应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煤电装机也将
同步降低。不仅如此，从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
角度出发，当越来越多的电量需求依靠新能
源来满足时，电力系统的不稳定性也将随之
增强，反而需要不可缺少的煤电机组替补或
者兜底，以防范新能源波动给电力系统带来
的风险。

煤电装机要增长、电量却要下降，听上

去非常“不划算”，但却是当下实现能源转型、
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最切实可行的路
径。 毕竟电力系统最终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
务，正如碳中和要全国一盘棋统筹考虑，电力
系统的经济性也应放在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整体进程中综合考量。

“30·60”双碳目标的提出，给煤电未来
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但即便没有碳减排
任务，对煤电行业而言，过去的“十三五”也
给出了答案 ： 我国煤电装机容量占比在
2020 年历史性降至 50%以下，煤电当年新
增装机容量占比低于 30%； 同时，2020 年
有 4600 万千瓦煤电项目通过审批，这个数
字占 “十三五” 审批煤电项目总量的近三
成。仅从这组数据中就可以看出，能源转型
的舞台上，煤电终将从舞台中央后移，但这
个移动的过程需要时间，绝非一蹴而就。

碳减排任务艰巨，且势在必行。 煤电
是我国用煤第一大户，控制其发电总量无
疑是碳减排的必然之选。放眼整个能源产
业的低碳转型，绿色清洁能源正加快成为
“主角”， 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定要打倒煤
电、绝其本根，“风光”领衔主演需要煤电
扶一把、送一程。 所以，别那么着急“砍”了
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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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西西第第七七次次现现货货结结算算试试运运行行正正式式启启动动，，从从 44 月月开开始始首首次次连连续续执执行行三三个个月月——————

山山西西电电力力现现货货市市场场再再““升升级级””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紫紫原原

别着急“砍”了煤电
■■卢彬

近日， 蓄水之后的
新疆若羌河水库， 水面
蔚蓝，宛如宝玉。 当前，
该工程电站厂房正在加
紧建设。

作为一座集灌溉 、
防洪、生态、工业供水兼
顾发电等多功能为一体
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
程， 若羌河水库由中国
能建葛洲坝市政公司承
建， 电站装机容量 2.6
兆瓦，年均发电量 1016
万千瓦时。 图为若羌河
水库。 王建锋/摄

新疆市场化交易
电量累计超 3000亿度

本报讯 3 月 31 日， 新疆电力
市场化交易累计电量突破 3000 亿
千瓦时， 释放改革红利约 200 亿
元，3500 家市场主体从中受益，预
计为自治区创造直接经济收益
1100 亿元，增加税收 65 亿元左右。

今年以来，新疆加快探索市场
化方式促进新能源消纳， 于年初
解除了成交电量中新能源占比不
超 13%的限制，新能源市场化交易
规模巨增。 今年一季度，市场化交
易中新能源电量 19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4 成。 一季度，2077 家电力
客户、61 家售电公司和 582 家发
电企业参与交易，市场化交易电量
152 亿千瓦时，同比翻了一番，规模
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 新疆电力市场主体
参与新能源交易的积极性明显提
高。 数据显示，目前已有 22 家电
力客户全部用上纯新能源电量，
签订新能源交易合同 109 亿千
瓦时，比去年增加 34 亿千瓦时。

（胡培根 易炳星 )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3月交易电量 1348亿度

本报讯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近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中心 3 月在
年度交易基础上开展月度、月内交
易 52 笔， 交易规模 1348 亿千瓦
时， 其中清洁能源 241 亿千瓦时、
占比 17.9%。

据悉，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积
极发挥发电权专项市场作用，开展
西北清洁能源替代上海、 安徽、重
庆火电及自备电厂等省间发电权交
易 1.9亿千瓦时， 优化发电结构、促
进清洁能源消纳。 同时，开展三峡、
溪向、锦官、灵绍配套电源等国家
计划电量合同调整交易92 亿千瓦
时，开展浙江 4—12 月电力直接交
易 1106 亿千瓦时。 另外，开展其他
交易 148 亿千瓦时，主要包括电力
援疆送河南和广东、西北送河南及
湖北、宁夏送四川、山西送江苏 、
新疆及青海送浙江等。 （京易 )

山西省能源局近日发布 《关于开
展电力市场第七次现货结算试运行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山西将
于 4—6 月连续三个月开展第七次电
力现货结算试运行。

去年底，按照国家发改委和国家
能源局的要求，山西第六次（连续两个

月） 现货结算试运行中对现货市场与
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的融合进行探索，
停止了省内日前、 实时深度调峰辅助
服务市场， 获得各方肯定。 试运行至
今， 山西电力现货市场取得了哪些经
验？本次三个月的结算试运行，进行了
哪些升级？ 距离正式运行还有多远？

各试点地区在电力现货市场结算试运
行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不平衡资金问
题，山西也不例外。那么，山西电力现货试点
在结算试运行中如何应对这个难题？

山西省能源局负责人介绍，按照国家
相关要求，以“谁受益、谁承担”为原则，历
次结算试运行中，山西现货市场不设资金
池，将市场运营费用清晰划分为市场平衡
类、成本补偿类、市场调节类三大类费用，
各类费用中再详细列出各分项费用的收
取与返还机制，尽可能实现市场主体“挣

钱有出处、掏钱有理由”，避免了“一锅烩”
等问题。

张彦生告诉记者，短期来看，不平衡资
金问题需要理清政府定价电量和市场化交
易电量、 非市场化用户和市场化用户的占
比关系， 进而将不平衡费用在各责任主体
间进行合理分摊。 长期看 ,需要积极推动
非市场化发电机组和用户全面参与市场
化交易，进一步完善容量电价补偿机制和
可再生能源参与现货市场交易机制。

山西电力现货市场距离正式运营还有

多远？ 山西省能源局负责人表示，在国家发
改委、国家能源局指导下，山西两年来已开
展 6 次共 122 天的结算试运行， 本次结算
试运行暂定连续三个月， 后期是否延长结
算试运行时长根据市场运行情况再定。

山西省发电企业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现行的《中长期交易规则（暂行）》无法满足
电力现货市场的需要， 与现货市场相衔接
相配套的中长期市场交易机制亟待完善。
“否则， 正式开展和运行电力现货市场，将
存在较大风险。 ”

山西电力现货市场中， 省调火电企业、
新能源企业均参与现货交易。 对此，远景能
源高级副总裁田庆军表示，新能源企业参与
电力现货市场， 打破了原有的计划保障体
制，有利于通过市场机制发现电力价格，进
行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

山西省能源局负责人表示，通过六次试
运行，山西的新能源企业已由初期的“被动
接受”逐步转变为目前的“主动参与”，从不
了解市场规则，到主动建言献策、参与规
则制定。 “随着新能源装机容量的不断增
长，新能源将成为主力电源，参与市场是
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

“现货市场对新能源企业响应能力、市
场分析能力、 决策能力以及风险规避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 迫切需要专业化的辅助
决策工具帮助新能源企业更好地参与现货
市场，实现从以计划为主导向以市场为主导
的转变。 ”田庆军说。

新能源参与现货市场， 会带来哪些改
变？ 中嘉能集团首席交易官张骥告诉记者，
新能源企业参与现货市场， 改变的不是运
行方式而是结算方式。 “这意味着除了优先
保障收购电量和跨省电量外， 新能源企业
的剩余电量也要按照省内电力市场的价格
进行结算， 这有利于减少双轨制不平衡资

金的产生。 ”
张彦生进一步指出，火电企业报量报

价、新能源报量不报价的参与方式，在省
内负荷和外送负荷一定的情况下，新能源
发电将决定火电的竞价空间，同时也决定
现货价格的走向。 “火电企业为了获得更
大的生存空间，大概率会向辅助服务市场
靠拢。 ”

“当然， 我们必须正视新能源装机不断
增长带来的电力系统消纳成本的疏导问
题， 建议国家尽快推动消纳责任权重机制
和绿证交易等工作， 保障新能源发展的整
体可持续性。 ”山西省能源局负责人表示。

长期以来， 用户不参与电力现货
市场备受争议。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
人士表示，电力用户不“入市”，会导
致中长期交易和电力现货市场“两张
皮”运行，电力现货配置资源、发现价
格的功能也大打折扣。

山西电力现货试点自第一次结
算试运行，便开始探路用户参与现货
市场，本次试运行是全国试点地区中
首个开展连续三个月结算试运行的
发用两侧均参与的现货试点。 山西省
能源局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通
过前六次试运行，用户的用电习惯发
生显著转变， 逐步由 ‘按需用电’向
‘按价用电’ 转变， 电力系统逐步由
‘源随荷动’的传统调峰方式向‘源荷
互动’的新型调峰方式发展。 本次长
周期结算试运行，用户继续以‘报量
不报价’的方式参与现货市场。 ”

该负责人指出：“对用户而言 ，
参与现货市场挑战与机遇并存。 现
货市场价格波动较剧烈， 市场风险

较大， 用户侧需要专业的运营团队
参与市场化交易， 以规避市场波动
风险。 但同时，能够积极响应现货市
场形成的分时电价信号的用户，可
以通过市场化交易大大降低用能成
本，享受到电改红利。 ”

山西省电力服务产业协会副理
事长张彦生对此表示赞同， 他认为，
零售用户直接参与电力市场意味着
风险和成本增加，也会面临市场价格
波动、偏差考核、市场改革政策性变
化等风险。

据记者了解， 山西电力现货市场
本次结算试运行中， 用户申报量并不
参与日前出清， 无法直接作用现货市
场电价的形成。 “关于用户申报参与日
前出清的问题， 山西正在积极组织研
究，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批发用户申报
参与日前出清将导致日前市场节点电
价信息失真。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就此
问题探索研究，力争尽快找到解决办
法。 ”山西省能源局负责人坦言。

用户侧：报量不报价，
国内率先开展发用两侧同时参与

发电侧：新能源参与现货市场，
市场化方式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

不平衡资金：避免“一锅烩”，
以“谁受益、谁承担”原则分摊

新新疆疆若若羌羌河河水水库库电电站站厂厂房房正正加加紧紧建建设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