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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联发布《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2021》：

“十四五”用电将呈刚性持续增长

资讯

广广东东““售售电电圈圈””呼呼吁吁““休休市市””止止损损
■■本报记者 赵紫原

售电公司如何纾困？张骥指出，当
前很多售电公司并不具备与电力现
货交易相适应的交易技术能力和风
险管理水平。 “售电公司参与现货市
场，亟需引进和培养具有电力市场和
金融知识背景的交易人才。 ”

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智库中心
主任夏清告诉记者，“中发 9 号文”对
售电公司的定位，不是简单通过买卖
电量降电价， 这些完全可以通过发
电侧竞价实现。 “售电公司盈利靠的
就是准确‘把脉’市场，其从业人员需
要夯实专业知识发挥真正的价值，

要及时准确预判宏观经济形势。 政
府需要完善市场规则， 建议用户和
售电公司签订基于煤价的价格浮动
机制。 ”

“真正的市场就是没有门槛，谁
都可以进入，但能留下的，肯定是抵
御风险能力强、专业性突出的售电公
司。 ”一位政策研究人士表示，“本次
价格高涨，市场主体和政府均未准确
预料，民营售电公司唯一的自救办法
就是‘强身健体’。 ”

据了解， 目前广东电力市场管理
委员会主要由发电企业及发售一体的

售电公司组成， 独立售电公司没有话
语权， 市场规则走向及资源配置难以
满足各方市场主体的诉求。

张骥认为， 抵御市场风险是售
电公司的天职，需要警惕的是政策性
风险。 目前政策和规则的不稳定、不
公平、不及时也是造成售电公司大面
积亏损的客观原因。 “例如，广东交易
规则中的中长期电量比例限制仅约
束用电侧、不约束发电侧，规则制定
过程没有独立售电公司参与。 对此，
需要政府部门调整部分规则，打造公
平的交易平台。 ”

记者了解到， 去年 5 月及今年 8
月，广东现货市场结算试运行期间产
生了数十亿元的高额“阻塞费用”。

上述售电公司负责人表示：“去
年这块‘烫手山芋’由发电侧主体分
摊，今年则由售电公司分摊。 简单将
阻塞费用分摊给任意一方都有失公
允， 售电公司作为代理商没有结算
权，只收取微薄的价差代理费用，难
以承担全部分摊责任。 ”

广东某发电企业人士告诉记者，
售电公司分摊，是因为广东发电侧已
无利可让。 “发电企业亏损面同样不
小，已签订的中长期合同基于此前相
对较低的煤价。 雪上加霜的是，今年

5 月广州沿海电厂标煤价格达 1300
元/吨以上， 内陆电厂标煤 1600 元/
吨以上，煤价创下近十年新高。而且，
本次现货市场并未给予发电侧容量
补偿。 ”

中信证券分析师李想认为，在当
前的高煤价、强需求环境下，市场需
要接受高上网电价水平， 以保障迎
峰度夏期间电力供应的安全稳定。
“即使渡过本轮煤价上涨带来的电价
压力后，综合市场分析，预计国内电
价仍面临上涨压力。 ”

中电联 7 月 8 日发布的 《中国电
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2021》指出，在减
碳背景下，“十四五” 我国用电呈现刚

性、持续增长，电力行业面临自身达峰
和支撑全社会尽早达峰的双重任务。

电价上涨趋势明显， 需求刚性持
续增长，电力市场该如何建设？上述发
电企业人士指出： “2004 年，东北区域
电力市场‘开市’，由于种种原因最终
暂停， 这与价格传导机制不畅不无关
系。 如今，电力体制、配套工程、市场
体量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减碳背景
下，供需紧张更应该加强电力市场
建设，价格上涨驱动各市场主体主
动增加供给 ， 关键是价格如何传
导、机制如何完善。如何平衡各方利
益、平稳建设市场，正在倒逼政府逐
步完善市场规则建设。 ”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今年 3 月发布的《广东
电力市场 2020 年年度报告》 显示，2020 年广
东电力市场售电公司整体亏损面为 2.1%。 记
者注意到，与去年的数据相比，今年售电公司
亏损面从年初就已扩大。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此
前发布的 《关于 2021 年 1 月份广东电力市场
结算情况的通告》 称，1 月售电公司亏损占比
超过 32%。

据了解， 售电公司亏损主因是批零倒挂。
广东某售电公司负责人坦言，售电公司和用户
错误预估了当前的供需形式，仍以去年供大于
求的用电形势低价签约，并未反映真正的供
需关系。 “其实从去年湖南拉闸限电，以及
今年初各省相继宣布电力供给存在 ‘硬缺
口’开始，就可预判供需形势偏紧。 ”

中嘉能首席交易官张骥指出，售电公司本
来想在今年 5 月现货市场结算试运行期间 “补
血”，却导致了集中亏损。 “今年 5 月，为准备迎
峰度夏， 广东省安排了大量机组和输变电检

修。 同时受天气影响，上半年华南地区干旱严
重， 水电出力大幅减少， 加上经济形势向好，5
月气温比常年偏高，广东负荷增长远超预期，
导致电力供不应求， 现货价格高位运行，售
电公司亏损严重。 ”

除主观原因外，售电公司集体“叫苦”也有
客观原因。“并非售电公司都认为‘市场等同于
降价’， 而是在广东交易系统内长协和月度价
差只许填负值，即市场设计只允许降价、不能
涨价。 售电公司的选项只有两个，要么不签、
要么低价。 ”上述售电公司负责人表示。

现货试运行收官后， 批零倒挂现象仍不见
好转。“6 月，价差月竞有效供需比虽由 1.2 上调
为 1.3，但出清价为-19.1 厘/千瓦时，创历史新
低。换言之，虽然 6 月月度竞价增加了供给量，
但价差持续收缩，加剧了售电公司批零倒挂。7
月， 政府减少供给量的同时， 价差也再度缩
小。 叠加运营、人工等成本，亏损幅度仍在扩
大。 ”该负责人透露。

“恳请客户理解共渡难关”“紧急呼吁暂停
广东电力市场交易和结算的建议”“广东电力
市场发展建议”……自今年 5 月底广东电力现
货市场结算试运行收官至今，广东多家售电公
司联合发布多份报告，试图为“售电圈”普遍亏
损踩下“刹车”。

几乎同时，广东省能源局、国家能源局南
方监管局联合发布 《关于防范化解广东电力市
场零售合同结算风险指导意见的通知》。 该文
件指出，近期以来，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
涨、全球流动性宽松以及市场预期等因素叠加
影响，国内煤炭、天然气价格超预期上涨，导致
发电成本大幅上升，广东电力批发市场交易价
差快速收窄。部分售电公司与电力用户购售电
合同采用固定价差模式，存在批零倒挂风险。

批零倒挂，即批发价高于零售价，同一商
品贵买贱卖。除批零倒挂外，售电公司还面临
什么市场风险？ 造成其大面积亏损的原因何
在？ 作为“电改潮头”的广东电力市场该如何
化解风险？

“批零倒挂风险加剧，售电公司亏损严重”

“发电侧成本同样高企，供需紧张倒逼规则逐步完善”

“政府营造公平市场环境，售电公司需增强避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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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观察

贵州今年将新建
10个垃圾发电厂

本报讯 贵州省日前召开的 “2021 年生
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新闻吹风会” 透露，贵
州省清洁能源发展呈现“井喷式”增长，截至
2020 年底， 全省电力装机 7478 万千瓦，比
2015 年增长 43%， 预计到 2025 年可再生能
源电力装机占比将达到 58%以上。 其中，城
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进一步加快，今年
将新建成 10 个垃圾发电厂， 垃圾处理能力
大幅提高。

信息显示， 贵州省竞价光伏发电规模连
续两年全国第一。 2019 年—2020 年，贵州省
光伏发电建设规模达 882 万千瓦， 约占全国
新建规模的 20%。“十四五”期间，该省将加大
光伏资源开发力度， 光伏发电装机将增至
3100 万千瓦以上。

另外， 贵州省正着力构建品种丰富、相
互补充的清洁能源结构， 除大力发展风电、
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外，也积极推进其他品
种清洁能源发展，清洁能源多元化互补式发
展势头向好。 “十四五”期间，贵州将加大新
能源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光伏、风电等新能
源， 依托大型水电站和现有火电厂富余通
道，建设一批风光水火储一体化项目，实现
多能互补。 （姚东）

核电上市公司上半年
发电量同比增长

本报讯 中国核电、中国广核近日发布的
公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核电发电量均呈现同
比增长。其中，中国核电上半年累计商运发电
量 872.38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816.93 亿千瓦
时，其中核能发电量 828.84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23.43%，新能源发电量 43.54 亿千瓦时；
中国广核及其子公司运营管理的核电机组总
发电量约为 1011.27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12%，上网电量约 952.27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5.40%。

公告显示，截至 6 月 30 日，中国核电控
股在运核电机组 24 台， 装机容量 2250.9 万
千瓦， 控股在建核电机组 4 台， 装机容量
485.9 万千瓦，控股核准核电机组 4 台(其中 3
台 VVER 百万千瓦机组+1 台“玲龙一号”小
堆)，装机容量 382.2 万千瓦+12.5 万千瓦。 另
外， 该公司新能源控股在运装机容量 603.69
万千瓦，控股在建项目装机 109 万千瓦。

中国广核称， 上半年在大修天数同比增
加的情况下，上网电量实现了增长。今年第二
季度， 按计划完成大亚湾 1 号机组和红沿河
4 号机组年度换料大修、 岭东 1 号机组十年
换料大修， 以及台山 2 号机组的首次换料大
修。截至 6 月 30 日，已按计划完成 11 次机组
换料大修。 （安宁）

本报讯 记者赵紫原报道：“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7.52 万亿
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3.2%；全国全口径
发电装机容量 22 亿千瓦， 比上年增长
9.6%。展望‘十四五’，在碳达峰、碳中和
背景下，我国用电呈现刚性、持续增长，
电力行业既面临自身达峰的艰巨任
务，也要支撑全社会尽早达峰，后续电
能替代潜力巨大， 全社会电气化程度
将稳步上升。 ”7 月 8 日，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在京发布《中国
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2021》（以下简
称《报告 2021》）时作出上述表示。

《报告 2021》指出，我国电力结构
清洁化转型取得一定进展。 截至 2020
年底， 我国全国全口径发电量为 7.63

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4.1%；非化
石能源发电量 2.58 万亿千瓦时，比上
年增长 7.9 %；达到超低排放限值的煤
电机组约 9.5 亿千瓦， 约占全国煤电
总装机容量 88%。 此外，全国主要电力
企业合计完成投资 1.02 万亿元，比上
年增长 22.8%。

《报告 2021》显示，我国碳减排工
作也取得相应进步。2020 年全国单位火
电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约 832 克/千瓦
时，比 2005 年下降 20.6%；全国单位发
电量二氧化碳排放约 565 克/千瓦时，
比 2005 年下降 34.1%。 以 2005 年为基
准年，从 2006 年到 2020 年，电力行业累
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85.3 亿吨。

郝英杰表示 ，回顾 “十三五 ”，我

国电力装机以及电力生产和消费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 “全国全口径发电装
机容量从 2015 年年底的15.3 亿千瓦增
加到 2020 年年底的 22 亿千瓦，年均增
速为 7.6%； 全国全口径发电量从 2015
年的 5.74 万亿千瓦时增加到 2020 年的
7.63 万亿千瓦时，年均增速为 5.8%；全社
会用电量从 2015 年的 5.7 万亿千瓦时
增加到 2020 年的 7.52 万亿千瓦时，年均
增速为5.7%。 ”

同时， 我国电力清洁低碳发展已进
入新阶段。 “‘十三五’期间，我国非化石
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由 2015 年的 34.9%
上升到 2020 年的 44.8%；非化石能源发
电量占比从 2015 年的 27.3%上升到
2020 年的 33.9%；人均用电量从 2015 年

4142 千瓦时/人上升到 2020 年的 5331
千瓦时/人；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
从 2015 年的 22.1%提升至 2019 年的
26.4%。 ” 郝英杰说。

《报告 2021》指出，展望“十四五”，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带动用电持续增长，
新旧动能转换， 传统高耗能行业增速
下降， 高新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将成为用电增长的主要推动
力量。 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推动电力需
求刚性增长。综合考虑节能意识和能效
水平提升等因素，预计 2025 年我国全社
会用电量为 9.5 万亿千瓦时以上，“十四
五”期间年均增速超过4.8%；预计 2025
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为 29 亿千瓦，非
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到 52%。

日前， 华龙一号批
量化建设工程———福建
漳州核电 1 号机组反应
堆厂房内部结构+16.5
米平台混凝土浇筑历时
近 42 小时完成，为机组
后续安装工作腾挪出较
大空间。

该平台是反应堆厂
房最重要的大型设备运
转层，钢筋密集，埋件精
度要求高，钢筋总量 966
吨， 各种预埋件和套管
880 余件， 此次混凝土
浇筑 量 达 1840.5 立方
米。 图为浇筑现场。

曾祥峰/图

漳漳州州核核电电 11号号反反应应堆堆厂厂房房 1166..55 米米平平台台完完成成浇浇筑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