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3日 22时 58分，三门核电 1号机组与电网解列，正式开始第二次换料大修，计划工期 27 天。 1
号机组自 2018 年 9 月 21 日商运以来，安全稳定运行，业绩优异，累计发电 267 亿千瓦时，未发生 IN鄄
ES（国际核事件分级）1 级及以上核事件。 图为三门核电站。 侯邦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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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电联日前发布的“中
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分析
周报”（2021 年第 19 期）显示，沿海
电厂日耗继续缓慢回落，库存持续
小幅累积。 煤价仍处高位，迫于持
续经营压力，电厂交易谨慎，多围绕
刚需采购。另外，港口堆场煤出现自
燃， 部分贸易商出货意愿增强，但
部分前期发运成本较高，迎峰度夏
用煤需求预期乐观者出价依然坚
挺，市场价格整体高位运行。

中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显示，
CECI 曹妃甸指数（日）高位上涨、
CECI 沿海指数（周）现货成交价高
位回落，CECI 进口指数到岸综合
标煤单价继续上涨，进口样本量达
历史最高位；CECI 采购经理人指
数及其分指数均处于扩张区间，除
供给分指数环比下降外，其余分指

数均环比上升。
分析周报指出，当期，CECI 沿海

指数 5500 大卡、5000 大卡现货成交
价分别为 879 元/吨、786 元/吨，分别
比上期下降 17 元/吨、21 元/吨；综合
价分别为 759 元/吨、685 元/吨，分别
比上期下降 11 元/吨、13 元/吨。 “从
样本价格分布看，由于市场快速大幅
波动，成交时间、定价模式等的差异
造成成交价格差别拉大。 ”

6 月 4 日 ，CECI 曹妃甸指数
5500 大卡、5000 大卡和 4500 大卡价
格分别比 5 月 28 日上涨 50 元/吨、
46 元/吨和 40 元/吨；5 月 31-6 月 4
日 ，CECI 曹妃甸指数 5500 大卡 、
5000 大卡和 4500 大卡平均价格分
别比上一周平均价格上涨 15.8 元/
吨、13.4 元/吨和 10.4 元/吨。

根据中电联 《电力行业燃料统计

日报》监测，5月 28日—6月 3日，纳入
统计的发电企业日均耗煤量 418 万
吨，环比（5 月 21 日—5 月 27 日）增
长 4.3%；其中，海路运输电厂日均耗
煤量环比减少 3.2%。 6 月 3 日，电厂
库存可用天数 16.3 天， 比 5 月 27 日
减少 0.1天。

中电联指出，近期部分主产地
保供会议结束，预计随着电煤保供
控价措施逐步落地，煤炭市场供应
将有效增加。 部分省份启动有序用
电等需求侧管理措施，同时，进入
梅雨季，水电出力将会增加，火电
出力和电煤消耗将受到一定抑制；
部分地区疫情发展或将影响短期
内用电用煤需求。

中电联建议， 电力企业应采取
积极应对措施： 密切跟踪相关部委
及地方政府保供稳价措施出台、落

地情况， 积极配合国家做好保供控
价工作，加强长协合同履约兑现，稳
定好煤电生产供应基本盘； 加强电
力及电煤市场监测分析， 密切关注
煤炭增产情况、 气候变化和水电出
力情况， 及时调整电煤采购计划；
全力做好电厂淡季库存管理，做好
发电侧管理，统筹做好迎峰度夏电
煤储备工作，有序组织电力生产。

煤炭行业分析人士近日指出，全
国统调电厂和重点电厂存煤近一个
月略有增加， 但沿海八省电厂存煤
却仍处于低位，与此同时，北方却出
现煤炭压港现象。

该人士认为， 综合多种因素判
断，下游电厂库存偏低的原因并非北
方港口缺煤， 也非煤矿产能不足，而
是电厂观望煤价，延缓采购，将主要
精力集中在长协煤和进口煤。（安宁）

中中国国电电煤煤采采购购价价格格指指数数最最新新分分析析周周报报显显示示——————

电电煤煤价价格格仍仍处处高高位位运运行行

三三门门核核电电 11号号机机组组
累累计计发发电电 226677亿亿度度

“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售电公司难以为继。 目
前市场上大批售电公司已申请破产退市， 大批电力
用户也将因售电公司退市而陷入面临保底售电或退
市风险。 ” “为保证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减少巨
亏生存下来，我们期待您的理解、支持与帮助！ ”广东
某独立售电公司近日向客户发送的《恳请客户理解支
持共渡难关的一封信》， 在“售电圈”引发不少讨论。

正如这封信所言，售电公司的困境和无奈很大程
度上源于今年广东售电行业的大面积亏损。 这里要
提及一个背景，即去年 8 月，广东现货市场整月结算
试运行中， 普遍偏低的现货价格增厚了不少售电公
司的业绩， 因此不少公司将更大的期待寄托于今年
的现货市场。 但是，期望与现实之间有不小的差距，
而且现实可能更残酷。

其实，去年年底广东年度双边协商交易时，市场
出现较大面积批零倒挂，就已经释放出了“危险”信
号。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今年 2 月发布的《关于 2021
年 1 月份广东电力市场结算情况的通告》显示，2021
年 1 月共有 156 家售电公司参与交易， 抵扣考核电
费后，售电公司收益为正的有 106 家，收益为负的有
50 家，亏损占比超过了 32%。

进入今年 5 月，广东在持续高温、燃料成本偏高、
西电送电偏少、迎峰度夏线路检修增多，以及电力需
求整体大于供给的复杂情况下，开展了现货结算试运
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力供需失衡、电价高位运行，
进一步加剧了售电公司的亏损程度。有售电公司负责
人坦言，若再考虑售电公司的居间费、保函成本、人力
和物力，全行业亏损的比例可能还会更大。

另外，广东今年现货结算试运行原定 1 月“开锣
鸣市”，然而到了点却“按兵不动”，可售电公司却以 1
月供需情况为基准向用户承诺了出低电价。随着 5 月
现货市场启动，反弹高企的出清价格给售电公司来了
个措手不及。

还有，中长期阻塞费用分摊，也给售电公司增加
了不小压力。 2020 年 8 月及今年 5 月两次现货结算试
运行中，均产生了高额的中长期阻塞费用，不同的是，
前一笔费用由发电侧主体分摊，今年 5 月的费用则由
售电公司分摊，而且即使售电公司在中长期交易中购
入全部电量，也仍需参与分摊。由此可见，中长期阻塞
费用是一块“烫手山芋”，无法直接分摊给零售用户，
只能在发电企业与售电公司之间踢来踢去， 踢到哪
里，“伤害”都不小。

除了上述客观因素，售电公司大面积亏损也有自
身原因。据笔者了解，广东很多独立售电公司错误估计
了供需形势，一开始向用户承诺了过低电价，进而“骑
虎难下”。 另外，售电市场不断洗牌，大量新入场的公司
体量小、技术弱，总要向适应市场和竞争 “交学费”。

广东售电市场乃至整个电力市场出现的问题说
明，现货市场运行是一个残酷的“抗压”测试，市场主
体必须更专业、更敏锐、更抗摔，整个市场必须需要
有应对突发情况的处理途径和合理的运行疏导方式，
因为堵在任何一个环节， 或者让某一方压力过大，都
会影响市场健康运转。

都说售电难，
到底难在哪？

■■赵紫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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