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电力·观察12
□ 2021 年 8 月 16 日

□主编：朱学蕊 □版式：李立民
□电话：010-65369471��□邮箱：lzzxr2007@126.com

国国网网陕陕西西公公司司与与陕陕西西地地电电完完成成资资产产重重组组，，国国网网陕陕西西省省电电力力有有限限公公司司挂挂牌牌成成立立——————

陕陕西西开开启启输输配配电电 ““一一张张网网””模模式式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紫紫原原 韩韩逸逸飞飞

本报讯 记者赵紫原报道： 国电电力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电电
力”）8 月 7 日发布《关于公司与国家能源
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称， 拟与控股股东国家能源集团进行资
产置换。 本次置换， 国电电力将置出金
融、化工等非发电主业资产 ；国家能源
集团将向国电电力置入所属山东 、江
西 、福建 、广东 、海南 、湖南等区域火
电、水电等常规能源发电资产。

公开信息显示， 国电电力是国家能
源集团常规能源发电业务（火电、水电）
整合平台，电源分布在全国 26 个省、市、
自治区。 截至 2020 年底，该公司控股装
机容量 8799.19 万千瓦，装机规模和设备
水平在电力上市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其中，火电机组 6707.7 万千瓦，占总装机
容量的比重为 76.23%。业内人士表示，国
电电力作为五大发电集团之一上市平
台， 其生存状况即为当下火电行业发展
的典型缩影。

2018 年 3 月，国电电力发布《关于国
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避免与国
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承诺
有关事项的公告》， 明确逐步将常规能源
发电业务资产注入国电电力。

就本次重组，国电电力在公告中称，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而是国
家能源集团履行注资承诺的进一步体
现， 可进一步减少同业竞争。 交易完成
后，其控股装机容量净增加 1564.72 万千
瓦 ， 届时公司控股装机容量将达到
10363.91 万千瓦。

根据公告，国家能源集团则向国电
电力置入山东公司 100%股权、 江西公
司 100%股权、福建公司 100%股权、广东
公司 100%股权、海南公司 100%股权、乐
东公司 100%股权、 海南能源销售 100%
股权、海控新能源 65.43%股权、湖南公
司 100%股权、宝庆煤电 90.49%股权、巫
水水电 85.78%股权。

《公告》显示，上述资产置换采用非公

开协议转让方式进行。 国电电力向国家能
源集团置出资产权益净资产评估值为
76.78 亿元， 国家能源集团向国电电力置
入资产权益净资产评估值 200.41 亿元，置
入置出资产交易差额 123.63 亿元，国电电
力将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国家能源集团。

记者注意到，国电电力今年第一季
度报告显示，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本期数为 66.65 亿元， 较上年同
期减少 28.29%，主要原因与购买燃料等
支付的款项增加有关。

国电电力 2020 年年报中的“资产和
负债情况”显示，应收票据、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应付票据分别同比增加
60.33%、67.40%、94.91%、117.31%，主要
系结算方式、增加预付的燃料款、国电
宣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等方
式所致。

燃料成本高位运行、利用小时数越来
越低，火电企业集体承压，即使“背靠”
“产粮大户”神华集团，国电电力控股子

公司国电宣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国电宣威”）也未幸免。 去年 5 月，
国电电力发布公告称，国电宣威宣告公
司破产。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国电宣
威账面资产 12.59 亿元、 账面负债总额
52.88 亿元，账面资产负债率为 419.89%。

国电电力此前已有抛售火电资产的
先例。 2019 年，国电电力发布《关于出售
资产的公告》， 拟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
国电电力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国
电石嘴山第一发电有限公司（下称“石
嘴山一发”）60%股权和债权。 综合国电
电力公开发布的信息，石嘴山一发当时
已连续三年净利润为负。

近年来，发电企业持续加码新能源
产业的布局。 8 月 12 日，国电电力召开
传统企业新能源发展工作会， 进一步
明确传统企业新能源发展全年目标任
务。 国电电力 2020 年年报显示， 在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预计“风光”占比
将进一步增加。

国家能源集团拟将旗下多地“水火”等常规能源发电资产置入国电电力，后者控股装
机将增至 10363.91万千瓦———

国电电力常规发电资产扩容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和陕西省人民政府近
日召开“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揭牌视频
会议”， 标志着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和陕西
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
地电”）融合设立的“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
司”正式挂牌成立。 至此，陕西电网将开启
“一张网”运营模式。

据记者获得的《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股东决定》，国家电网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
出资，注册资本为 353 亿元，其中国家电网持

股 72%、 陕西省国资委持剩余股份。 公开信
息显示， 陕西地电是省属大型国有企业，承
担陕西省内 9 市 70 个县 （区） 的供电任务，
占全省供电营业区面积的 76%。

业内人士指出，“新公司”成立前，陕西省
是全国唯一在省级层面实现“输配分开运营”
的省份，陕西地电是全国规模数一数二的配
电公司。 双方“牵手”的传言已有数年，为何
今年才正式敲定？ “新公司”成立对输配电价
分开核定、增量配网改革而言意味着什么？

国家能源局：
7月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 12.8%

本报讯 国家能源局 8 月 12 日发布
的 7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数据显示，7 月份
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全社会用电量持
续增长， 达到 7758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2.8%，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6.3%，两年平
均增长 7.8%。 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 10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0.0%；第二产业用电
量 506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3%；第三产
业用电量 1422 亿千瓦时 ， 同比增长
21.6%；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166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8.3%。

1-7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47097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5.6%。 第一产业用电
量 55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0.5%；第二
产业用电量 31678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5.3%；第三产业用电量 8132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5.1%；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673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6%。 （安宁）

上半年广东售电公司
亏损面超八成

本报讯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 8 月 6 日
发布的 《广东电力市场 2021 年半年报告》
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电力市场累计交易
电量 1420.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8%，准
入市场主体 28281 家； 用户侧累计结算电
量 1397.5 亿千瓦时，电量完成率 102.7%；
供给侧结算让利 58.5 亿元， 按结算市场
算平均价差-41.9 厘/千瓦时； 用户净收
益 61.7 亿元， 按结算市场算平均价差-
44.2 厘/千瓦时； 仅有 19 家售电公司实
现盈利，其中独立售电公司总体获利，平
均度电获利 0.9 厘/千瓦时 ，142 家售电
公司宣布亏损，整体亏损面达到 88.2%。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 上半年广东电
力市场化交易呈现规模缩减态势， 规模
回到 2018-2019 年上半年的水平， 同时
供给侧让利正呈逐年上升趋势。 另外，
广东售电市场首次在上半年出现大幅度
亏损现象，尤其售电公司经历了 5 月现
货市场巨额分摊费用和高昂的现货价
格，加之煤价高企、负荷居高不下，致使
广东售电公司大面积亏损。 与售电侧不
同的是， 广东用户侧获利创下新纪录，
比 2020 年上半年增加 35.9%。

广东曾于 2020 年 8 月和今年 5 月进
行了电力现货市场结算试运行， 两次试
运行均采用 “价差月度交易+绝对价格
周交易+现货”模式开展。 5 月现货结算
试运行期间， 批发市场共有 85 家发电
企业 、209 家/套机组 、159 家售电公司
和 2 家大用户参与。 受电力供需紧张、
燃料成本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5 月现
货价格较长时间维持高位运行，日前、实
时均价分别为 0.51、0.57 元/千瓦时 ，分
别比 2020 年 8 月现货价格高 0.31 元/千
瓦时、0.37 元/千瓦时。 （罗斯）

关注

输配电改革是电改的 “深水区”
之一，上述业内人士指出：“上世纪初
若进行‘输配分开’改革具有较好基
础，随着地方电网相继被‘吞并’，输
配分开也就成了一块‘坚冰’。 国家
电网、南方电网的‘电价账单’里，输配
之间‘一锅乱烩’，存在数千亿元的交
叉补贴以致难以形成合理电价。 ”

早在 2012 年，国务院批转的《关
于 2012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工作的意见》就明确指出，将“深化

电力体制改革， 稳步开展输配分开
试点”。 截至目前，输配领域的改革
除核定两轮输配电价、 国家发改委
在相关文件中提及 “逐步缓解电价
交叉补贴”外，输配电价分开核算、
理清交叉补贴等环节暂无进展。

冯永晟指出， 支持输配分离的观
点很多都是来自于对电网企业的 “强
势”而造成的直观反应。 “电网治理的
目标导向很重要， 目标就是建立一个
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电力体制，市场

是最基础的机制，关键看能否支撑起一
个有效的市场，哪里不能改哪里，如何
监管电网企业的运营和改革需要权衡
利弊，也是目前改革要清晰的地方。 ”

上述业内认为，地方电网是“电价洼
地”，电价更低、效率更高，这也是其和增
量配网的优势。 “新公司”成立后，当地工
商业用户电价会否提高？会否扩大“交
叉补贴”池子？“输配分开暂且再议，即
使电网企业统一经营，输配电价分开核
算、理清交叉补贴也应提上日程。 ”

记者了解到，“新公司” 成立后
讨论的焦点之一在于， 增量配网试
点改革走势。 部分业内人士质疑，配
网“头部企业”均被“收编”，增量配
网试点改革是否还能继续。

冯永晟指出， 重组最直接的影响
可能集中在陕西省的增量配电项
目，原来与地电打交道，现在要与国
网打交道，比如榆林增量配电项目。
“这种变化， 没有改变针对增量配
电的既有政策， 但在政策落实上，
项目业主可能会有所担心，这个要
予以考虑。 ”

陕西省某增量配网试点企业人
士告诉记者，这件事给本就举步维艰
的增量配网试点改革又“泼了”一盆
冷水。 “消息一出，项目投资人电话不
断， 纷纷询问项目有无继续的必要？
未来增量配网试点还能存活吗？ ”

冯永晟进一步指出， 增量配电
是新一轮电改的新兴事物， 其生存
空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改政策的
制定。 “尽管增量配电改革的目标是
通过增量配电探索提升电网投资运
营效率的新路径，但包括输配电价、
市场建设和监管等配套政策并未给

增量配电提供这种空间。 增量配电
面临的问题是‘先天’不足。 ”

西南电力设计院原副总工吴安
平认为，增量配电改革本质上是输配
分开改革的试点，旨在为存量配电与
输电分开做准备。 增量配电改革艰
难，实际结果与最初愿望大相径庭的
实践说明， 只进行增量配电改革，不
进行存量配电改革行不通，输配分开
改革应当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
陕西地电与国家电网资产重组，无疑
是对‘输配合一’的强化，为增量配电
和输配分开改革打上了问号。 ”

陕西省人民政府官网显示，7 月 13 日，省
政府与国家电网在西安举行座谈，双方签署合
作框架协议，明确国家电网将与陕西地电进行
资产重组。 据了解，双方在陕西“对峙”数年，自
2015 年起，业内便有了两方“合二为一”的传
闻，如今时隔七年，靴子终于落地。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冯
永晟告诉记者：“跨省跨区交易、可再生能源
消纳需要统一的电力投资规划，陕西地电在
国网经营区的版图内处于要冲位置，将其纳
入统一主体之下，客观上利好国家电网。 ”

上述业内人士坦言，此次重组或与陕西地
电经营状况有关。 冯永晟也认为，陕西地电的
经营状况、网络架构，是促使合作的原因。 “实
际上，电网升级、电价下降等因素叠加，陕西
地电营收可能难适应形势变化。 ”

“粗略统计，截至上世纪末，电网‘三分天
下’，归国家直接管理、地方电网（县级为主）趸
售、完全由地方电力公司自筹建设厂网各占三
分之一，特别是广东、海南、西藏和内蒙古等
地，形成了较有规模的地方电网。截至目前，仅
存的十多家地方电网供电面积仍超过 150 万
平方公里，供电人口超过六千万。 ” 北京鑫诺
律师事务所律师展曙光介绍。

陕西地电经营状况为何难支撑自身发
展？ 上述业内人士透露：“作为公用电网，理
应能接入符合电力规划和网架运营需求的
发电机组，但长期以来地电一直未能实现公
平接入电源。 再者，地电未能公平参与输配
电价监审，在此情况下，其只能与国网进行
趸售结算，不符合改革方向。 长期以往，这些
地电陆续被‘吃掉’，陕西地电即为典例。 ”

地地电电经经营营状状况况或或为为重重组组主主因因之之一一

输输配配电电价价核核算算问问题题待待解解

8 月 6 日，华能自
主研发的全国首套 700
兆瓦水电机组国产计算
机监控系统———华能睿
渥HNICS-H316 在小
湾水电站成功投运 ，
标志着我国高水头 、
大容量水力发电领域
核心监控系统实现自
主可控。

该系统融入多年
大规模水电站集群运
营管理经验， 科学解
决以往计算机监控系
统存在的弊端，性能指
标达到行业标准要求，
多项指标超过国外同
类产品， 具备大范围
推广使用条件。 图为
小湾水电站。 华能/图

小小湾湾水水电电站站智智能能监监控控系系统统投投运运

增增量量配配网网改改革革打打上上问问号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