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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行业为啥留不住年轻人？
■■本报记者 赵紫原

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30 日召开会
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
经济工作。 会议要求，要统筹有序做好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 2030 年前碳
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
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
目盲目发展。

实现减碳目标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需
要科学谋划，合理布局。 作为碳减排“主
力”的能源行业特别是电力行业，不仅责
任重大、任务艰巨，更要避免运动式减碳。

有业内人士指出， 目前一些气候专
家、新能源从业者一方面认为煤炭、煤电
污染环境，清洁转型就像“搬新家”，不扔
掉煤炭、煤电这些“旧沙发”，就不可能搬
进新能源这个“新沙发”，主张不再上煤电
新项目；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十四五”是
个分水岭， 电力系统脱碳将主要依靠风
“光电”，新能源资源技术开发量“不存在
天花板”，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不存在技术

瓶颈”，并网及消纳空间“不会受限”，要求
全力放开发展新能源。 这些观点从应对气
候变化、促进新能源发展、实现“双碳”目
标的角度分析，不无道理，但从统筹发展
与安全、清洁转型的渐进过程、保障用能
的现实需要看，有待商榷。

生态环境部今年 3 月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7—2020 年， 全国煤炭消费比重由
60.4%降至 57%左右。 聚焦到电力行业，以
2019 年为例，全国“风光”发电总量相当于
1.92 亿吨标准煤的发电量，而我国年发电
耗煤约 18-19 亿吨标准煤。 换言之，“风
光”只能占煤电发电量的 10%左右。 笔者
认为，虽然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持续
降低，但煤电等化石能源一段时间内仍是
能源生产与消费的“主力”。 而且，我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还
在稳步提速，这种背景下能源转型和新型
电力系统建设可以称得上是大象转身，宜
稳不宜急。

再来看新能源领域，部分企业为了市
场和订单，在没有前期投入和技术积累的
情况下，仅凭 PPT 就可参与项目投标，为
行业健康发展“埋雷”。 同时，也有投资机
构借助资本力量炒概念，将碳中和视作纯
粹的商业行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期陆续
向八个省区反馈督察意见， 督察发现，一
些地方仍然存在盲目发展 “两高”（高耗
能、高排放项目）项目的冲动。 由于“十三
五”期间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圆满
完成， 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松松劲、歇
歇脚的念头。 特别是面对碳达峰、碳中和
刚性要求，呈现大上、快上、抢上、乱上“两
高”项目的势头。

在此背景下， 部分地区开始 “一刀
切”，快节奏地直接关停大批煤电，令行业
咋舌：煤需要去，但不应该“大刀”乱砍，因
为这会直接影响电力稳定供应和民生生
活。 从这个角度看，各地的能源结构到底

该怎么调整，必须遏制什么、需要鼓励什
么、应该关停什么，保持什么节奏和步骤，
如何取舍和过度，是对政府治理能力和能
源转型成效的一次“大考”。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具备
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持久战”心态，而非
一哄而上的“游击战”，能源行业尤其是电
力行业的运动式减碳需要及时纠偏，电源
结构调整和新型电力系统构建需要回归
科学和理性。

电力行业经不起运动式减碳
■■赵紫原

“年轻人要么不来、 要么来了就跑了”“煤
电从业人员老龄化明显，技术人员青黄不接、
发展后劲不足现象愈发严重”……记者近期走
访内蒙古、山西等地，不少煤电厂一线员工向
记者坦言，“行业发展不景气、 工作压力大、收
入不理想，年轻人耗不起，也熬不住。 ”

中电联近期发布的《上半年全国电力供
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煤
电企业亏损面明显扩大，部分发电集团旗下

煤电企业 6 月份亏损面超过 70%、 煤电板块
整体陷入亏损。 据记者不完全梳理，截至目
前，已有十余家煤电上市公司发布半年业绩
预告，近九成出现亏损或净利润严重下滑。

业内人士认为，行业境遇和前景直接影
响人才队伍的稳定和后续培养， 人才 “逃
离” 又会反作用于行业健康发展。 “煤电行
业发展正面临业绩不佳、经营承压和人才短
缺的多重困境。 ”

国内单机容量最大
抽蓄电站上水库下闸蓄水

本报讯 记者李文华报道： 日前，
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实施项目、广东
省重点建设工程———南网调峰调频公
司阳江抽水蓄能电站 （以下简称“阳蓄
电站”）上水库正式下闸蓄水。 据了解，
上水库下闸蓄水是主体工程开工以来首
个里程碑关键节点， 接下来将按期完成
下水库蓄水目标 ， 确保年底首台机组
具备动水调试条件。

阳蓄电站是南方电网在广东省内将
建成投产的第六座抽蓄电站， 主要服务
于广东电网，在电网中承担调峰、填谷、
紧急事故备用任务，兼有调频、调相和黑
启动任务。

据了解， 阳蓄电站于 2015 年 10 月获
广东省发改委核准开工，总装机容量 240万
千瓦，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 76.27
亿元。 电站上下水库、进出水口按装机容
量 240 万千瓦一次建成， 本期装机容量
120 万千瓦，安装 3 台单机容量为 40 万千
瓦的抽水蓄能机组。 电站施工总工期为 5
年零 11 个月，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 81%。

按照计划，阳蓄电站一期将于 2022
年底全部建成投产。 电站上下库高差达
670 米，水道采用钢筋混凝土衬砌设计，
下平洞和岔管段内最大动水压力高达 11
兆帕， 在国内已建和在建的抽蓄电站中
排名第一，在国际上也处于前列。 电站机
组单机容量 40 万千瓦，是目前国内核准
建设的单机容量最大、 埋深最大的抽蓄
电站，其中超高水头、大容量、高转速的
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同时还被国家
发改委列为 40 万千瓦级抽水蓄能电站
机组设备自主国产化的依托项目。

海外并购助中广核矿业
权益资源量大幅增长

本报讯 中广核旗下上市公司之一中
广核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矿
业”）收购奥尔塔雷克有限责任合伙企业
（以下简称“奥公司”）49%股权项目于近
日完成交割。 奥公司隶属哈萨克斯坦原
子能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哈原工”），交
割完成后， 奥公司成为哈原工和中广核
矿业的合资公司。

据了解， 哈萨克斯坦是全球天然铀高
产国之一，奥公司旗下拥有两座原位地浸
铀矿，分别为中门库杜克铀矿 (“中矿”)和
扎尔巴克铀矿(“扎矿”)。 截至 2020 年底，
中矿可采储量为 2.36 万吨铀， 设计产能
2000 吨铀/年，现已达产。 扎矿可采储量
为 9700 吨铀， 设计产能为 750 吨铀/年，
预计 2023 年投产、2026 年达产。扎矿建成
后，奥公司的总产能将达 2750 吨铀/年。

本次并购落地后，中广核矿业权益
资源量有望增长87% ，年度权益产能大
增 229% 。 中广核矿业表示 ，奥公司产
能逐步释放 、 天然铀市场的复苏 ，将
对其持续 、 稳定的业绩增长提供重要
助力 。 （赵紫原）

资讯

聚焦煤电转型增效系列报道 之 十三

聊电事儿

碳减排目标下， 能源转型需要煤
电稳步退出。 国网能源研究院 7 月底
发布的 《中国电源发展分析报告》指
出，预计“十四五”时期，煤电仍将在
电力电量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

“煤电仍是我国的主力电源，在
储能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
煤电依然是电力系统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可每当看到将煤电‘妖魔化’
的言论，不免揪心。 ”李某感叹，“近
几年供热季的煤电厂最穷， 没钱买

煤、每天烧煤泥，还要背两个细则考
核。电厂吃了‘上顿’没‘下顿’，能够保
证供热和供电实属不易。 如果煤电在
电力系统里干的是‘苦力活’，那么我
们干的就是‘最出力不讨好’的活。 ”

“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为煤电行
业人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袁家
海指出，无论是灵活性提升、多种能
源耦合，还是发展综合能源服务，煤
电厂的转型都需要人才支撑， 需要
的人才层次和能力结构都趋向复合

化和多元化。 “当前的这种老龄化、
技能结构单一化趋势不利于煤电转
型，也不利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

采访中， 煤电企业人士一致呼
吁，希望通过优化管理，实现电厂本
质安全，对不符合设计要求的设备及
时技改升级，运用新科技、新技术减
少人员操作。 同时，建议政府和行业
机构开始着手研究、 规划煤电行业
人才政策，不要等到真正爆发“用工
荒”才重视该问题。

“身体顶不住！ ”山西某电厂五十
岁的刘某这样形容目前的工作，“一
般刚入职的一线员工需要从运行干
起，但年轻人不来，主要还是我们这
批老职工身兼数职。本是快退休的年
纪，可工作压力比年轻人都大。 ”

吸引不了年轻人， 将直接影响煤
电行业发展。“我国煤电从上世纪八十
年代左右开始建设，当时的年轻人如
今大都到了退休年龄。新入职年轻人
少，中青年都跳槽了，剩下中年人和

离退休职工 ， ‘传帮代 ’ 还怎么持
续？ ” 刘某感叹道。

李某告诉记者：“现在电厂信息
化、自动化程度较高，人员需求确实
没以前多，但像维护部锅炉、汽机等
专业技术人员仍然不可替代。 这些
与机组安全密切相关的技术人员，
存在明显的青黄不接现象， 平均年
龄 45 岁以上， 班组 40 岁以下的工
作人员屈指可数。 不少电厂将部分
业务外包给第三方， 如果电厂监督

不力，可能有安全隐患。 ”
一线员工年龄结构失衡，煤电行

业专业技术类人才的保有情况也不
容乐观。 刘某透露，目前电厂重要生
产技术岗位技术人员配置不足，形不
成梯队结构。 例如，山西某煤电公司
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3014 人，其
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 71 人， 仅占
专业技术人员的 2.35％。 “研究型、
技术型人才跳槽更方便，现在占比
更少，流失情况也比较严重。 ”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禀赋，决定了煤电在

电力系统中长期扮演“压舱石”角色，也决定了
从业人员数量多、工作任务重。

“以煤电厂运行人员为例，其主要负责
实时监测 DCS（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设备运
行情况，行话俗称‘看盘 ’，以便及时发现异
常情况； 或者处理一些阀门操作， 就地巡
检设备。 ” 山东煤电企业人士李某告诉记
者 ， “这些工作需要全年无休 24 小时随时
在线，与‘护士’‘货车司机’工作节奏相当，
凌晨 1 点到 8 点黑白颠倒 ‘熬大夜’ 是日
常。 维修人员更辛苦，几乎长期处于高压高
强度的状态中。 ”

据记者了解，目前大型发电集团一般为‘五
值三运转’，即一个班组分别为一值，一天 24 小
时分早、中、晚三班，共五个值轮流上岗。西北地
区某煤电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电厂职
工大批退休，叠加整体亏损严重，不少电厂已被

迫改为‘四值三运转’，工作量一样但人更少了。
换言之，分派到每个人头上的工作量更大了，而
且还要定期抽人去其他‘兄弟’电厂帮忙。 ”

工作繁重，效益每况愈下，煤电行业对年
轻人吸引力正在直线下滑。

一位电力高校招生就业办公室工作人员
向记者坦言：“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清洁煤
电供应体系，排放达世界领先、厂区环境干
净宜人，但通过近年来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来看 ， 选择去煤电厂工作的学生越来越
少。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
家海对此表示认同：“现在的大学生确实不
愿去煤电厂。 ”

内蒙古某煤电企业人士也告诉记者表示：
“同样是‘看盘’、维修，年轻人宁可去水电、‘风
光’电厂，也不愿意来煤电厂。 大家觉得这是
‘夕阳行业’，没前途，就算来了，熬几个‘大
夜’后不久，就陆续走了。 ”

““年年轻轻人人不不愿愿意意来来，，来来了了也也留留不不住住””

““煤煤电电转转型型更更需需要要人人才才支支撑撑，，应应提提早早规规划划””

““年年龄龄结结构构断断层层严严重重，，技技术术人人员员青青黄黄不不接接””

近日，陕投集团赵石畔煤电 1 号机组完成百万机组深度调峰试验，深度调峰能力达到机组额定出力的 23%。
试验期间，机组运行平稳、锅炉燃烧稳定，实现了两台制粉系统不投油的运行工况，标志着赵石畔煤电在深度调
峰技术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也为国内百万千瓦机组深度调峰能力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下阶段机组协调优化
及灵活性改造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图为赵石畔煤电厂全景。 刘浩 刘少龙/图文

陕投赵石畔煤电 1号机
深调试验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