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改委 5 月 7 日发布《关于
进一步完善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以
竞争性方式形成电量电价，将容量电
价纳入输配电价回收。 容量电价体现
抽水蓄能（以下简称“抽蓄”）电站提
供调频、调压、系统备用和黑启动等
辅助服务的价值。 同时强化抽蓄与电
力市场建设发展的衔接，逐步推动抽
蓄电站进入市场。

电好比市场中的鱼，商家刮鳞去

鳃、充氮加冰、打包寄送以便客户远程
获取新鲜食材， 这些服务就像电力系
统中的“辅助服务”，旨在让用户获得
更稳定、安全的电能供应。抽蓄电站在
用电低谷时从电网“充电”，用电高峰
时向电网“放电”，是电力系统的“稳定
器”“调节器”“平衡器”。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意见》 对抽
蓄产业是重大利好，使其有了电价“底
气”，也能更好地发挥价值。那么，容量
电价通过输配电价回收有何作用？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火电等传统电源
不应支付容量电费，反而该获得容量费用。
在市场环境下，特别是在减碳背景下，可再
生能源在整个电力系统中的出力显著增
加，将对系统的灵活性，特别是快速爬坡
能力和容量备用提出更高要求。 现行电
源侧电价机制执行的是单一制电能量价
格，随着利用小时下降 ，电源项目的投
资回收逐渐遇到障碍。

“这既不利于引导投资主体建设高调
节性能的新机组， 也不利于存量机组进
行灵活性技术改造。 长此以往，电力系统

的整体灵活性和消纳可再生能源的能力
都会随之下降，最终影响可再生能源可
持续发展。 ”该人士直言。

对于抽蓄该由谁投资的问题，一位知
情人士指出， 二滩水电站弃水引发并导
致了第一次电改下的厂网分离， 电网仅
保留了部分抽蓄资源为电网侧调峰。 电
网企业拥有抽蓄的调度权、发电权，如今
《意见》 将抽蓄定价权也交给电网企业。
“总体而言，抽蓄属于竞争性业务，应按
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思路将其从
电网企业中剥离， 其投资主体应该更加

多元。 ”
发电企业会否成为抽蓄电站的 “新东

家”？上述知情人士表示，目前我国抽蓄电
站的盈利与电网运营利润进行捆绑式计
算， 电网以外的其他企业建设抽蓄电站
并不具备优势，非电网资产的抽蓄调度
就是大问题。 例如，2018 年三峡集团转
让内蒙古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 61%股
权，成为继 2013 年湖南黑麋峰抽水蓄能
电站转让后，国内又一例发电企业转让
亏损抽蓄电站的案例。 因此，七成抽蓄
投资方是电网企业。 ”

容量电价相当于安装电话的 “座机
费”，与电度电费共同组成两部制电价，早
在 2014 年，国家就首选抽蓄享有两部制电
价。 通过“过路费”回收“座机费”，抽水
蓄能疏导机制逐渐清晰，但“座机费”该
由谁分摊？

《意见》指出，抽蓄电站明确同时服务
于特定电源和电力系统的，应明确机组容
量分摊比例， 容量电费按容量分摊比例
在特定电源和电力系统之间进行分摊。
特定电源应分摊的容量电费由相关受益
主体承担， 并在核定抽蓄电站容量电价
时相应扣减。 换言之，特定电源和用户共
同分摊抽蓄容量电费。

那么， 特定电源是否有义务分摊抽水
蓄能容量电费？ 侯守礼指出，《意见》是一个
改革方案， 期待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细
化。 例如，如何更好地确定可以分摊容量
电费的特定电源以及分摊比例。

“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以及难以
灵活调节的核电， 对系统容量的耗费是不
同的，需要按照‘谁受益谁付费、多受益多
付费’的原则进一步细化。 ”侯守礼表示。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指出 ，市
场化背景下 ， 应当由用户承担容量电
费。 “抽蓄不以发电为目的，主要提供辅
助服务。 如果仍然维持用户侧享受辅助
服务的‘大锅饭’，用户很可能不会考虑

自身用电习惯对电力系统的‘友好程度’，
甚至可能形成鼓励用户滥用辅助服务的
局面。 ”

作为受益主体，是否所有用户都应承
担容量电价？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容量电
价由电网先行支付是合理的，但不应该像
输配电价那样直接由全体用户平均分摊。
高峰时段难以调节的用户应相应多支付。

具体而言，侯守礼认为，应让那些占用
系统高峰资源、 需要提供高可靠供电服
务、 不能进行需求侧响应的用户更多地
承担容量费用。 反之，能够进行需求侧响
应、不过多占用系统资源的可中断负荷，
则可以降低容量费用。电网企业对抽蓄的投资曾经历过

“大转弯”。 2019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
下发 《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
（以下简称《办法》），明确抽蓄不得
计入输配电定价成本。 作为当前抽
蓄最大的投资主体 ， 国家电网于
2019 年底踩下投资“急刹车”，下发
《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电网投资的
通知》，提出“不再安排抽水蓄能新
开工项目”。

业内人士表示， 输配电价相当于
“过路费”， 是电网企业的主要收入来
源，《办法》 意味着抽蓄成了 “只出不
进”的赔本买卖，一度沦为“弃子”。

短暂叫停后，国家电网去年 2 月
重启抽蓄投资 ，山西垣曲 、辽宁清
原等抽蓄项目陆续开工 。 今年 3
月，国家电网在《“碳达峰、碳中和”

行动方案 》中明确表示 ，未来将大
力推进抽蓄电站和调峰气电建设，
并完善抽蓄电价形成和容量电费
分摊机制。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
长张博庭认为：“《意见》明确了容量
电价通过输配电价回收的思路 ，可
看作抽蓄的‘止血包’，同时完善了
抽蓄疏导机制。 电力现货市场与辅
助服务市场逐步完善后， 抽蓄可通
过峰谷套利、参与系统辅助服务‘养
活自己’。 ”

中国价格协会能源和供水专业委
员会副秘书长侯守礼肯定了《意见》，
认为其较好地平衡了电源、 电网、用
户的利益， 而且较好地兼顾了历史、
现在、未来的形势，是一个积极稳妥
的改革方案。

抽蓄“座机费”如何分摊

抽蓄投资主体应多元化

容量电价通过输配电价回收

本报讯 “海水中铀的蕴含量约 45 亿
吨，是陆地上已探明铀储量的近千倍，开
发陆地铀资源的同时， 探寻和开拓非常
规铀资源， 是我国核工业发展的战略性
选择之一。 ”“开展海水提铀材料和设备
的研制及性能验证研究，实现海水提铀
工业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近日在京
召开的中国海水提铀技术创新联盟（以
下简称“联盟”）理事会成立大会上，再
次明确了我国海水提铀的战略地位，同
时锁定了目标任务，规划出未来 30 年
的海水提铀路线图。

据了解，我国海水提铀将实施“三步
走”战略路线：第一阶段（2021-2025），实
现海水中提取公斤级铀产品能力； 第二
阶段（2026-2035），建成海水提铀吨级示
范工程；第三阶段（2036-2050），实现海
水中提取铀产品连续生产能力。

核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天然铀需
求的增长，是铀资源开发从陆地转向海
洋的现实诉求。

“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 是国家

安全的重要基石， 铀资源在核燃料循环
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预
计到 2035 年， 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将达到
1.5 亿千瓦，在建 5000 万千瓦规模，天然
铀的需求正逐年加大， 探寻和开拓非常
规铀资源将是战略性选择之一。 ”中核
集团总经理、联盟理事长曹述栋表示。

中国铀业董事长、 联盟副理事长陈
军利介绍，我国陆地铀资源潜在资源量
虽然较大，但探明量不大，而且铀矿资
源开采呈“规模小、品位低、较分散”特
点，目前天然铀对外依存度较高。 “按照
目前规划的每年开工 6—8 台核电机
组，预计到 2035 年，我国天然铀需求量
为 3—3.5 万吨，铀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
凸显。 ”

陈军利认为， 海水中蕴含着的丰富
铀资源可以保障我国核能产业发展“无
限”续航，然而经济回收海水铀资源是
前瞻性和颠覆性技术， 是一项世界难
题，需要最大限度吸引、容纳和聚集优
势创新资源。

中国工程院院士、 联盟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石碧进一步解释称， 尽管海水中
含铀总量巨大， 但浓度却极低，1 吨海水
中只有 3.3 毫克铀，而且海水中含有多种
高浓度的其他杂质， 从其中提取铀的难
度很大。

石碧介绍，海水提铀经过几十年的发
展， 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持续开展
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除日本于 2000 年
前后采用多次锚定吸附方式获得了约
1kg“黄饼”的规模性海洋试验外，总体
上仍致力于在海水提铀材料上寻求突
破。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看，虽然在海水
提铀材料研制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
目前未达到工程化水平，尤其海水提铀
材料性能尚需优化、实施方式尚需验证
并改进、 评价标准尚需统一等关键问题
还未根本解决。 ”

鉴于海水提铀研究与开发在战略上
的重要性，以及开发难度大、距工程化
尚有差距等现状，2014 年中国工程院曾
以重点咨询项目“开展从海水和盐湖中

提取铀资源的战略研究”， 建议将海水
等非常规铀资源开发关键技术纳入国
家科技规划。中核集团于 2019 年将海水
提铀研究作为先导技术研究纳入“创新
2030” 工程， 加大开展海水提铀前瞻技
术研究。

“为满足国家核能事业发展，提高铀
资源战略储备，我们要解放思想 ，加快
创新， 常规铀资源和非常规铀资源并
举， 陆地铀资源和海洋铀资源并进，尽
快突破非常规铀资源和海水铀资源工
业化利用的瓶颈技术， 拓展铀资源新的
空间、新的领域。 ” 陈军利进一步建议。

中国海水提铀技术创新联盟于 2019
年 11 月成立， 由中核集团牵头发起，中
国铀业组织实施，中核矿业科技作为秘
书单位， 联合国内 23 家高校和科研院
所成立。 未来，该联盟将按照“小核心、
大联合、高标准”的总体建设思路，建成
研究/试验中心、国际交流和培训中心、
海上测试平台的“两中心、一平台”海水
提铀科研基地。 （朱学蕊 赵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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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价价有有保保障障 抽抽蓄蓄有有““底底气气””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紫紫原原 姚姚金金楠楠

我国明确海水提铀路线图

去年国网经营区市场化
交易电量同比增 9.6%

本报讯 记者赵紫原报道： 记者
近日从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
2020 年国网经营区域市场化交易电
量 2.3 万 亿 千 瓦 时 ， 同 比 增 长
9.6% ， 占售电量比重首次超过一
半，为 50.6%。 2020 年，国网经营区
内客户用电成本降低 550 亿元，平
均降低电价 30.37 元/千千瓦时，同
比提高 13.7%。

北 京 电 力 交 易 中 心 编 制 的
《2020 年电力市场年报》（以下简称
《年报》）显示，“十三五”时期，市场
化交易电量平均增长 36%、 累计降
低电价 2010 亿元、清洁能源消纳电
量平均增长 12.9%、 市场主体数量平
均增长 48.4%。

2020 年，国网经营区域全社会用
电量 5.8 万亿千瓦时 ， 同比增长
2.5%，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增速同
比下降 1.3 个百分点。 发电装机结构
进一步清洁化。 截至 2020 年年底，发
电装机容量 17 亿千瓦， 同比增长
9.5%。 其中， 清洁能源装机容量为
7.12 亿千瓦，同比增长 17.8%，占全
部装机容量的 41.8%。

《年报》指出，发电设备利用小
时数同比减少。 2020 年，国网经营
区域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3582 小时，同比减少 116 小时。 其
中，水电、火电、核电、风电、太阳能
发电同比变化分别为 146、-136、324、
-44、-8 小时。

《年报》显示，2020 年，国网经营
区可再生能源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
大。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累计发电量
146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1%，占
总发电量的 25.4%、同比提高 1.5 个
百分点。 2020 年，国网经营区域新
能源利用率为 97.1%，同比提高 0.3
个百分点；水能利用率为 97.5%，同
比提高 1.3 个百分点。

省间交易方面，2020 年， 北京电
力交易中心共开展省间市场化交易
600 笔， 达成市场化交易规模 5194
亿 千 瓦 时 。 完 成 省 间 交 易 电 量
1157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5%。其
中 ， 省间清洁能源交易电量完成
49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4%，占省
间交易电量的 42.7%。

电力市场建设方面， 国网经营
区内 6 家电力现货试点均已开展
至少 1 个月以上连续结算试运行。
去年 8 月 ，甘肃 、福建启动连续不
间断结算试运行。需要股份制改造
的 24 家省级电力交易中心 ，22 家
已经向国家有关部门报送股份制
改造和增资扩股方案。华北、华东、
华中 、东北 、西北等区域内省间辅
助服务市场正式运行。

未来 30 年，通过技术研发“三步走”，开展海水提铀材料和设备的研制及性
能验证研究，实现海水提铀工业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截至今年 4 月，山东海阳核电一期工程两台机组累计发电超过 500 亿度，节约原煤 2138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4000 万吨、二氧化
硫 13 万吨、氮氧化物 11.3 万吨，相当于种植阔叶林约 11 万公顷。

海阳核电 1、2 号机组自商运以来，持续保持安全稳定运行。 今年第一季度，两台机组 WANO 14 项评价指标全部达到卓越值。 图
为海阳核电站全景。 山东核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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