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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煤电热电联产陷入亏损？
■■本报记者 赵紫原

资讯

电电力力企企业业率率先先亮亮相相全全国国碳碳市市场场
■■本报记者 赵紫原

王克指出：“短期内，发电企业需深
入研究国际规则。 长期看，需要完善国
内碳定价机制，提高低碳竞争力。 ”赵
俊华认为， 中国借助体制优势可以及
时对全国碳市场进行宏观调节。“全国
碳市场的建设已经参考欧盟部分经
验，然而市场稳定储备机制的建立、碳
抵消证书的推广、 用于规避风险的碳
金融衍生品市场，同样亟需开拓。 ”

王志轩认为，碳市场是一个高度依
赖政策设计的市场。 “首先要做好基础
建设、稳步推进，对于初始配额分配要

适度从紧但不宜过紧，更不能过松，既要
给产业调整和企业转型留有合理时间，
又要对企业形成一定的碳减排压力，进
而形成碳市场的动力。 这项工作中的很
多问题，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和及时
纠正。 事实证明，世界主要国家或区域
的碳市场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我
国也不会例外。 ”

王志轩指出， 中国碳市场当下面
临新的课题。 “中国煤电机组平均能效
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已达世界先进水
平，部分机组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碳市

场如何进一步深挖煤电‘低成本减碳’
的空间？ 热电联供的能源利用总效率
远超纯发电机组， 碳市场如何扩大热
电联供的规模、加大散煤治理力度？ 碳
市场如何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 体现
可再生能源的低碳价值？ 碳市场在改
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 电
力系统优化方面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
一方面， 通过碳市场的实践和理论创
新， 不断完善由碳市场解决问题的机
制；另一方面，碳市场不是万能的，一些
问题需要与其他政策机制联合解决”。

据了解，全国碳市场采用“双城”模
式，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负责交易，湖
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负责注册登记。 日
前， 首批 2225 家电企已在全国碳排放
权注册登记系统完成开户资料审核工
作。 业内人士预计，2021 年我国碳交易
市场配额成交量或将达到 2.5 亿吨，为
2020 年各试点交易所交易总量的 3 倍，
成交金额将达 60 亿元。

当前碳价对发电企业影响几何？ 上
述业内人士指出，当前的偏低碳价，是给
予发电企业熟悉“考场”的时间，即便如
此，发电企业也普遍感受到了压力。 厦
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

强表示：“市场启动初期， 价格比较温
和。 价格如果太低就没有任何作用，太
高又会造成较大冲击。 ”

东北地区某煤电企业人士告诉记者，
碳配额分配之初，发电企业就在积极“备
考”。 “我们研究政策，了解碳市场运行机
制，并通过培训提高专业化管理能力。毫
无疑问，全国碳市场将增加发电企业的
成本，也将推动相关企业转型升级。 ”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王
志轩指出，电力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将
有力促进能源低碳转型。 “促使发电行
业重视碳减排，碳将作为一种有价资源
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发电行业、

企业碳排放管理能力建设大大提升，
如建章立制、成立碳资产公司、开展碳
盘查、编制核算报告等；在发电行业节
能降耗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提供了
一种低成本减碳的市场手段，同时推动
可再生能源实现进一步发展。 ”

赵俊华认为，全国碳市场将带来全方
位的社会变革。 “碳成本加重火电企业经
营压力， 但随着碳减排技术的开发及碳
交易人才引进， 碳市场又会为企业增加
一部分收入。 再者，由于我国电价市场机
制欠缺灵敏度， 发电上游成本增长将难
以及时向下游传导， 种种因素会倒逼企
业权衡利弊，开发更多新业态。 ”

合理的碳价，可为碳减排企业提供价
格激励信号，碳价问题因此备受关注。赵英
民在上述吹风会上表示，从全国 7个地方试
点运行情况看， 近两年加权平均碳价约在
40元人民币左右。 “我们考虑通过改进配
额分配方法、 引入抵消机制等政策措施
来引导市场预期，从而形成合理碳价。 ”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能源市场与能
源金融实验室主任赵俊华预测，未来 5-
10 年，碳价逐步上升大概率与国际（欧
盟）碳价格接轨。 “欧盟碳价最近屡创新
高，可能很快冲击 60 欧元大关。 按汇率
折算后， 价格高出我国试点市场平均价
格的 10 倍左右。 ”

公开信息显示，欧盟碳市场配额（EU鄄
A）5 月 24 日碳收盘价达 52 欧元/吨，相
当于 408 元人民币/吨。对此，中国人民大

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组执行主任王克
表示，如果煤电按每千瓦时排放 1000 克二
氧化碳计算， 意味着加价 0.4 元/千瓦时；
一辆百公里油耗七升的汽车将增加约 7.2
元的额外成本，相当于百公里高速路费增
加成本 15%；每生产一吨钢铁（长流程炼
钢工艺）二氧化碳排放约为两吨，叠加碳排
放成本，每吨钢铁高达 800 元人民币。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欧盟碳价采取拍卖制， 我国采用的
是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 欧盟碳价只能
作为研究参照， 实际运行还有赖于我国
客观情况。 合理碳价的形成需要一定时
间， 碳价的核心是碳减排和整个经济社
会发展的成本， 而不是有了碳交易市场
碳价‘坐地起价’。总体而言，我国碳价会
温和上涨。 ”

十年酝酿、四年筹备，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7 月 16
日正式上线， 首笔碳交易价格为 52.78
元/吨，总成交 16 万吨，交易额 790 万元，
多家发电企业参与交易。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 7 月 14
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今
年是全国碳市场的第一个履约周期，纳
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超过 2000 家，
这些企业碳排放量超过 40 亿吨二氧化
碳， 意味着全国碳市场一经启动就成为
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
市场。他还透露，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上线交易启动的同时， 将推动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尽快出台。

作为首批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重点行
业，发电行业如何“迎考”？

碳价温和上涨或成趋势

倒逼发电侧加快转型升级

实践中完善碳市场规则

电力观察

昌昌江江核核电电 33号号机机首首个个钢钢衬衬里里模模块块吊吊装装就就位位

7 月 15 日 8 时 36
分，“十四五” 期间我国
开建的首台华龙一号机
组———海南昌江核电 3
号机组首个钢衬里模块
精准就位， 为核岛反应
堆厂房内部结构主体工
程及周边关键路线工作
有序开展奠定基础。

期间， 中核工程克
服高温、台风、多雨等天
气影响， 合理优化施工
组织， 按期实现该重大
节点。 图为吊装现场。

乌日娜 张珂源/图文

“按照 2019 年现存煤电项目的财务
成本测算， 全国近 60.6%的煤电机组税
后利润为负值，即处于亏损状态，且亏
损严重的机组集中于西北、 东北等地
区。 由于这些地区大多数煤电热电联产
机组小于燃煤发电机组，亏损情况更严
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
究院研究员王克近日向记者“爆料”。

热电联产机组可同时生产电能、热
能， 利用余热， 实现商业用汽和居民取
暖，主要集中于我国北方地区。 得益于
节能减排和高效率，不少只生产电能的
机组近年来为增收纷纷进行了供热改
造。 可这些热电联产机组为何会在北方
地区陷入亏损？

高煤价抬高联产成本

山东省热电设计院院长刘博表示，
热电联产是公认的节能减排有效措施之
一，我国自“十一五”以来，节能规划中均
将热电联产列为重点工程。 国家发改委
近日印发的《“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
划》 指出，“积极利用余热余压资源，推

行热电联产、分布式能源及光伏储能一
体化系统应用，推动能源梯级利用”。

但事实是，飙涨的煤价近年不断挤
压发电企业利润，大多数北方地区供热
联产机组日子“不好过”。

东北地区某发电企业营销部人士
告诉记者：“去年公司所辖热电联产还
能保持微利，今年亏损面近九成，这些
机组都是热电联产机组。 ”“共性原因其
实很简单，煤价太高，联产什么成本都
会高企。 ”西南地区某热电联产企业人
士也表示。

热电产品定价欠合理

除了煤价， 部分地区热电联产机组
大面积亏损，也有其他原因。

刘博指出，热电联产发展过程中暴

露出许多问题。 “例如，价格形成机制不
合理，机型和规模选择缺乏科学和因地
制宜的原则，替代分散小锅炉推进速度
缓慢且相关支持政策不明确，政府管理
职责不清、行业管理体系仍不完善等。

大连某会计师事务所人士告诉记者，
目前热电联产的电厂成本核算方法简单
粗放， 不利于正确引导热电厂经营决策。
“目前，辽宁各热电厂普遍采用《热电联产
能效能耗限额计算方法 DB21/1621-
2008》的行业标准进行电力和热力成本核
算。 据此，单位供电煤耗随供热量的增加
而降低，但单位供热煤耗却保持不变。 由
此计算出的‘供热比’脱离实际，扭曲了
两种产品的成本计算结果。 成本核算数
据是国家核定上网电价和城市高温水价
格的基础数据，电厂用现行办法核算成本，
错误引导了政府对热电产品的定价。 ”

热电碳减排需稳步推进

国家能源局今年 4 月发布的《2021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要求实现北方地
区清洁取暖率达到 70%。 除成本压力外，
燃煤热电联产机组也面临环保压力。

据清华大学建筑节能中心测算 ，
2018 年我国建筑运行碳排放约 21 亿吨，
约占全社会排放总量的 20%。 其中，北方
城镇供暖能耗为 2.12 亿吨标煤、 碳排放
量约 5.5 亿吨。数据显示，近几年，每年新
增的城镇集中供热面积约 3-5 亿平方
米，其中一半以上新增热源与煤相关。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若北方地区供暖
“煤改电”，最大作用是减少散煤燃烧，供电
主力仍是燃煤热电联产机组。“更复杂的
是， 北方地区燃煤热电联产机组与民生
问题直接挂钩，其碳减排需稳步推进。 ”

全应科技 CEO 夏建涛表示，燃煤机
组热电联产节能降耗不仅关系到行业健
康发展，也涉及减碳目标能否顺利落地。
“目前看，智能化升级是实现热电联产
清洁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

中电联：

上半年全国全社会
用电量同比增 16.2%

本 报 讯 中电联 7月 15 日发布的
“2021 年 1-6 月电力消费情况”显示，上半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39339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6.2%，其中 6 月全国全社会用电
量 703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8%。

分产业看，上半年，第一产业用电量
45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0.6%；第二产
业用电量 26610 亿千瓦时 ， 同比增长
16.6%；第三产业用电量 6710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5.8%；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556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5%。

分地区看，1-6 月，东、中、西部和东北
地区全社会用电量分别为 18581、7339、
11195 和 2224 亿千瓦时 ， 增速分别为
17.7%、16.9%、14.8%和 9.6%。 其中，西藏、湖
北、广东、浙江、云南、江苏、等 15 个省份
全社会用电量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6 月，全国工业用电量 26127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16.5%，增速比上年同期
提高 18.9 个百分点，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比 重 为 66.4% 。 全 国 制 造 业 用 电 量
19980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8.4%，增速
比上年同期提高 21.4 个百分点。其中，四
大高载能行业用电量合计 10968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3.7%，增速比上年同期提
高 14.8 个百分点；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
用 电 量 4216 亿 千 瓦 时 ， 同 比 增 长
27.3%，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31.8 个百
分点；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 2623 亿千瓦
时， 同比增长 22.2%， 增速比上年提高
31.6 个百分点； 其他制造业行业用电量
217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2.3%，增速比
上年提高 24.7 个百分点。 （安宁）

广西首次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量交易完成

本报讯 近日， 广西首次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量交易落幕， 成交消纳量凭证
576 个，折合 57.6 万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纳量， 平均成交价格 51.74 元/个，
标志着广西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市
场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

根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保障实施方案 （试行 ）》，未完
成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的主体，可通
过电力市场化交易的方式，向超额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的市场主体购买消纳凭
证，确保完成年度消纳量任务。 交易过
程中 1 个消纳量凭证对应 1 兆瓦时可
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

此次交易中， 卖方和买方通过挂牌
方式达成交易， 累计成交水电消纳量凭
证 516 个， 平均成交价格 49.61 元/个；
成交非水消纳量凭证 60 个，平均成交价
格 70 元/个。 （韦露 黄飞）

核心阅读

煤价太高，联产什么成本都会高企；目前热电联产的电厂成本

核算方法简单粗放，不利于正确引导热电厂经营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