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
同时，中国要在高碳经济 、高碳能源 、
高碳电力体系下实现碳中和， 比起发
达国家的自然达峰、 自然实现碳中和
的路径， 必然走的是一条压缩型减碳
的道路 ， 也必然要付出更为艰苦努
力。 ”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委员王志轩日前在国家电投举办的
“2021 第二期战略论坛”上表示。

王志轩认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
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的基础，而“十四五 ”是实现碳达峰的
“窗口期”。“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最大
限度、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因地制宜
开发利用‘风光’等新能源；加强电网尤
其是配电网建设，大力推进抽水蓄能电
站和调峰气电建设，推广应用适用不同
功能的储能装置；严格限制煤电发展并
加快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以更多承担
系统调节功能，以及发挥年轻的煤电机
组在电、热兜底保供、掺烧生物质和城
市污水治理的污泥等综合作用，强化电
力系统应急备用能力建设等一系列诸
多重点任务亟需部署。 ”

电力灵活性仍然不足

王志轩指出，电力系统的发用电功率
需实时平衡，而我国风电出力主要集中在
春冬两季， 光伏出力主要集中在夏秋两
季。当前“风光”总装机占比达 24.5%，个别
地区已达 50%左右，做到实时平衡难度越
来越大。 “从传统电力系统角度看，由
于新能源发电的不确定性， 其保证出
力很低，因此在调度运行中，新能源参
与电力平衡是一项极具风险和挑战性
的工作， 消纳新能源发电的能力主要
取决于灵活电源的配置。 ”

然而，我国电力灵活性仍然不足。 中
电联去年发布的 《煤电机组灵活性运行
政策研究》显示，我国灵活调节电源比重
低，抽蓄、燃气发电等灵活调节电源装机
占比不到 6%，“三北”地区不足 4%，调节
能力先天不足。截至 2019 年底，“三北”地
区累计完成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 5775
万千瓦，不到“十三五”规划目标的 27%。

2018 年，新疆风电波动最长持续时
间超过两天， 低于风电装机容量20%的
低出力最长持续时间超过 8 天；2018 年

陕西电网低于光伏装机容量 20%的低出
力最长持续时间超过 4 天。 “可以预见，
当新能源渗透率达到一定水平时，若系
统没有充足的长周期的储能设备，势必
出现较大范围停电情况。 ”王志轩说。

王志轩表示，从全年看，我国用电负
荷夏冬“双高峰” 的特征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更加显著，期间电力保供形
势严峻。 “从日平衡看，我国电网最高负
荷一般出现在 18 点—20 点， 期间光伏
发电出力基本为零， 风电出力大小取决
于该时段风力大小，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如风电及太阳能发电参与负荷高峰电
力平衡能力很低，从今年 1 月 7 日新能
源机组实际运行情况看，全国 5.3 亿千
瓦的新能源仅有约 2000 万千瓦左右的
出力，个别省份出现了拉闸限电情况。 ”

保障电力安全很关键

对于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可能会引
起 “灰犀牛 ”事件 ，王志轩认为，在传统
的能源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中没有相应
的应对机制。 “传统能源电力供应模式是
‘源随荷动’，其风险防范设计与此模式配

套，且有丰富经验；其次，由于可再生能
源发电虽然发展速度快， 但总体占比不
大，且有坚强的大电网、强大的火电系统
和水电系统作为支撑；再者，尽管国际上
出现了大的能源电力供应风险事件，但我
国未发生类似情况。 “这些因素共同造
成了对新风险认识不够， 体现在认识、
技术、规划、政策层面 ，主要关注的是
单日或者几日的短期风险防范，并将这
种风险防范只看成是电力行业的事。 ”

“十四五” 时期如何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王志轩认为，要实现减碳目标，首
先要保障电力安全。

“保障电力安全包括对电能在‘量’
和‘质’两方面的要求。 但从科学性和系
统经济性来看，在任何时间、范围、条件
以及对象， 都无法实现百分之百地保障
电力供应。其次，要优先处理为消纳新能
源而配套的电网输送、电源优化、省际联
网等问题。 再次，提高电力系统灵活性，
如有序安排煤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燃
气电厂的建设、发电侧和电网侧重大储
能工程建设等。最后，要持续完善智能电
网建设， 更加重视智能配电网建设，同
时推动储能商业化发展。 ”王志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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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志轩：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要下不少“苦功夫”
■■本报记者 赵紫原

资讯

居居民民电电价价会会否否上上调调引引热热议议
■■本报记者 赵紫原

国家发改委在回复中提及了 “交
叉补贴”和“商品属性”两个关键词 。
1987 年我国开始全国性集资办电后，
交叉补贴逐步形成，时间长、规模大，
且影响涉及的用户范围广。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四十余年的
“交叉补贴”是笔“糊涂账”，要想减轻并
非易事。“减轻的前提是算账，现在交叉
补贴仍处于‘暗补’的信息黑箱状态。 ”

“更复杂的是， 各类交叉补贴之间
还存在交织与重叠，交叉补贴之间再交

叉补贴，导致不同交叉补贴总规模的核
算存在巨大差异，进一步造成交叉补贴
无法准确测算，最终给政府监管者制定
合理输配电价核算标准带来巨大挑
战。 ”上述业内人士说。

居民电价如何公平且合理地调整？
冯永晟表示：“即使实际调整了， 绝大
多数居民用户根本感觉不到支出变
化。 当然，这要看具体调整的政策设
计，特别是力度和节奏。在全国已经推
广阶梯电价的前提下，完全有条件追求

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通过不断优
化阶段电价设计， 逐步调整居民电价
平均水平。 ”

上述业内人士建议，把电改产生的
降价空间用于降低大工业和一般工商
业电价，并有序逐步调整居民、低电压
等级用户和低负荷率电价。 “同时，建议
各省出台独立的电力普遍服务政策，以
保障困难用户的基本用电需求为原
则，明确服务对象 、范围 、条件 、内容
和资金来源等 。 ”

当前调整居民电价是否必要？ 厦门
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
强指出，自 2006 年以来，我国的电力
交叉补贴总额较高，2006—2017 年一
直在稳定提升。

“2007年工商业对居民电力消费的交叉补
贴达到 2098亿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
的 0.84％。 但是，占总人口 22％的低收入
群体，只享受了 10.1％的补贴；占总人口
9％的高收入群体， 却享受了总补贴的
18.6％。 ” 林伯强直言，最终交叉补贴看
似补贴了居民，实际上抬高了企业用电
成本，最终会将补贴成本传导至产品端
以及社会零售产品价格上。 部分居民电
价补贴成本最终还是要由消费者买单，
由此导致低收入群体的负担更重。 这种电

价结构带来的公平问题， 在近几年连续
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后也并未好转。 ”

冯永晟表示， 这种电价结构在居
民用电比重较低， 且经济增长速度较
高的发展阶段，并未显示出太大问题。
但伴随居民生活水平提升， 居民在家
用电器和设备上的支出会越来越多，
这种电价结构的弊端开始显现。

“以 5G价格为例， 仅基站用电就是
一个成本‘大头’。 居民并未向运营商支
付电费，但却支付了包含高工商业电价
的电信服务费。 而且，这部分电费会作
为电信企业追求利润回报的成本基础，
不是 1 元对 1 元的简单传导给用户，而
是 1 元电费投入要获得 1.2 元的收入，
无形中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支出。 因此，

居民的实际生活成本会因此增加，而根
源恰在电价结构上。 ”冯永晟说。

除了公平问题，我国电价交叉补贴产
生了效率或社会福利损失。 长沙理工大
学教授叶泽表示， 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分
析， 工商业电价用户承担高于其成本的
电价时， 会抑制生产， 生产者福利净损
失。 另一方面，用户实际支付电价低于真
实成本时，居民会相对过度用电，结果产
生消费者福利净损失。 “因此，国外电价
政策一般不采用交叉补贴， 我国的交叉
补贴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目标与经济目
标、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选择问题。 ”

某业内人士曾测算， 以 2016 年我
国电价交叉补贴数额为例，其社会福利
净损失大约在 90 亿元—316 亿元不等。

根据国际能源署与 OECD （2005）发
布的报告，OECD 国家平均居民电价与工
业电价之比为 1.7：1，全世界主要国家中，
只有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居民电价低于
工业电价。

对此，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互联网研究
中心主任曾鸣告诉记者，电力行业具有公
益属性，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同时为了
兼顾社会公平，实现电力普遍服务，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利用行政手段调剂电价。

曾鸣表示，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提出，需要建立新型电力系统，这就需要
包括居民用户在内的电价，尽可能地反映
供电成本， 过去由于交叉补贴比较严重，

居民电价不能够反映居民的供电成本。
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

究员冯永晟看来， 居民用户所用配电设
施的投资、运维成本高于高压输电，但居
民电价却无法保障这部分的成本收益，
也就形成电网投资“重输轻配”的情况。
伴随电气化深入推进， 配电环节也需要
升级改造， 更好的配电服务和更高的供
电质量，需要相应的电价结构给予支撑。

“我国居民电价已经具备调整的必要
性。 ”冯永晟说，“如果说过去扭曲电价结
构是为了保民生，那么现在调整居民电价
结构，同样是基于改善民生的考虑。 殊途
同归，只是面对的形势不一样了。 ”

“长期以来我国试行较低的居民用
电价格，居民电价较大幅度低于供电成
本，是因为工商用户承担了相应的交叉
补贴。 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居
民电价偏低，工商业电价偏高。 ”近日，
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家发改委回复网
民一则关于“建议完善原来的居民阶梯
电价制度，鼓励城乡居民多用清洁的电

力资源”的留言。
国家发改委在回复中称，按照进一

步深化电价市场化改革要求，下一步要
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逐步缓解电价
交叉补贴，使电力价格更好地反映供电
成本，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 ，形成更加
充分反映用电成本、供求关系和资源稀
缺程度的居民电价机制。

记者注意到， 国家电网 2020 年发布
的《2016-2019 年国家电网降低用电成本
成绩单》提到，我国与可获得数据的 35 个
经合组织（OECD）国家相比，销售电价位
列倒数第三位， 居民电价为 0.542 元/千
瓦时，连续十四年未变。

多年未变的居民电价， 是否会上调？
如何合理上调？ 上述回复一经发出，随即
引发行业热议。

“调整居民电价结构，同样是出于民生考虑”

“交叉补贴加重居民负担，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减少交叉补贴，需逐步理清‘账本’”

�� 国国家家发发改改委委日日前前回回复复网网民民关关于于居居民民电电价价的的提提问问，，表表示示将将还还原原电电力力的的商商品品属属性性，，形形成成更更加加充充分分反反
映映用用电电成成本本、、供供求求关关系系和和资资源源稀稀缺缺程程度度的的居居民民电电价价机机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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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晋能控股
集 团 长 治 发 电 公 司
2×100 万千瓦项目正
式投产， 这是山西省
首个实现“双投”的百
万千瓦火电项目。

长治百万千瓦火
电机组是晋东南－荆
门 1000kV 特高压重
要配套电源， 采用国
际先进的超超临界 、
直接空冷燃煤发电技
术， 生产用水全部利
用城市中水， 同步安
装烟气脱硫、脱硝、除
尘装置， 运用超低碳
火电新技术。 图为项
目全景。 刘红润/图文

山山西西首首座座百百万万千千瓦瓦电电厂厂双双机机投投产产
前 5月中长期直接
交易电量同比增54.8%

本报讯 中电联今日发布的“2021
年 1-5 月份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简况”显
示，前 5 个月，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累
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13633.9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47.8%。 其中，全国
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
计为 11111.4 亿千瓦时 ， 同比增长
54.8% ， 占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比 重 为
34.4%，同比提高 8 个百分点。

1-5 月，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
组织完成的市场交易电量中， 省内交
易电量（仅中长期）合计为 11241 亿千
瓦时， 其中电力直接交易 10510 亿千
瓦时、发电权交易 685.9 亿千瓦时、抽
水蓄能交易 29.2 亿千瓦时 、 其他交
易 15.9 亿千瓦时；省间交易电量 （中
长期和现货）合计为 2393 亿千瓦时，
其中省间电力直接交易 601.6 亿千瓦
时、 省间外送交易 1742.8 亿千瓦时、
发电权交易 48.6 亿千瓦时。

前 5 个月， 国网区域各电力交易中
心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10313.2
亿千瓦时，其中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组织
完成省间交易电量合计为 2226.6 亿千
瓦时； 南方电网区域各电力交易中心
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2561.9 亿
千瓦时， 其中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组织
完成省间交易电量合计为 137.6 亿千
瓦时；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
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758.8 亿千瓦时。

全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
中 ， 省内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10510 亿千瓦时，省间电力直接交易（外
受）电量合计为 601.5 亿千瓦时，分别占
全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
量的 94.6%和 5.4%。 其中，国网区域中
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8170.2
亿千瓦时，占该区域全社会用电量的比
重为 32.1%； 南网区域中长期电力直
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2291.5 亿千瓦时，
占 该 区 域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的 比 重 为
41.3%；蒙西电网区域中长期电力直接
交易电量合计为 649.7 亿千瓦时，占该
区域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49.4%。

5 月， 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完
成市场交易电量 2964.2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9.4%。 省内交易电量 （仅中长期）
合计为 2472.6 亿千瓦时，其中电力直接
交易 2275 亿千瓦时、发电权交易 178.5
亿千瓦时、 抽水蓄能交易 14.7 亿千瓦
时、其他交易 4.4 亿千瓦时。 省间交易
电量（中长期和现货）合计为 491.6 亿
千瓦时，其中省间电力直接交易 156.6
亿千瓦时、省间外送交易 312.5 亿千瓦
时、发电权交易 22.5 亿千瓦时。 （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