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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力力可可靠靠性性管管理理还还有有提提升升潜潜力力
■■本报记者 赵紫原

关注

如何进一步提升管理电力可靠性管理质
量和水平？

陈平指出，当前监督管理体系仍不健全。
“监管评价标准、 数据报送规范等配套制度
缺失，财务保障机制尚未建立。 地方政府能
源管理部门职责未能明确和落实，国家能源
局派出机构可靠性管理力量较为薄弱，分工
不明确，信息系统建设滞后。 地方政府能源
管理部门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难以及时获
取辖区内的可靠性信息。“未来，国家能源局将
进一步完善可靠性管理相关制度、 标准体系，
有序开展可靠性信息的核查发布等工作。 ”

姜锐建议， 应逐步完善电能质量的管理

体制、服务市场和相关监督。 “目前电能质量
服务市场缺乏监管、产品及服务水平有待提
高，建议构建电能质量专业人员培训与能力
认证体系、 电能质量治理设备监管体系，加
强电能质量知识普及。 ”

周霞建议，应加快将风电、太阳能发电等
新能源及分布式能源、独立配网等纳入可靠
性管理体系。 “同时，加快推进系统可靠性管
理工作，借鉴国际成熟经验，逐步开展充裕
度评估。 科学研判新形势下可能引发电力系
统重大停电事故的风险因素， 提出改进措
施。 加强对新形势下电力工业弹性电网、自
愈控制等新动向的关注。 ”

我国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还有哪些
短板待补 ？ 陈平指出，电力可靠性管理引入
我国后， 一直保持政企不分的设备管理模
式，设备管理清晰度远超政府管理范畴和企
业需要，统计量难以为继，而且不能对电力
供需形势及系统整体运行情况进行科学评
价、评估和宏观管理，因此无法有效支撑电
力供应安全形势，与当前国际通行的电力可
靠性管理模式产生了脱节。

中电联可靠性管理中心综合与电能质量
处处长姜锐对此表示认同：“电力可靠性多项工
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发达地区还有差距。
以电能质量为例， 其治理产品同质化明显，部
分厂商专业技术服务体系不完善，未形成完整
的服务链条。 同时， 治理设备规范性程度不
高，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导致治理效果达不
到用户需求，一定程度上造成投资浪费。 ”

在降碳背景下， 电力可靠性管理还面临
一系列新课题。 陈平指出，目前我国大电力
系统可靠性管理尚处于研究阶段，随着电力

系统规模逐步扩大，复杂性加剧，难以全面反
映全网系统的可靠性水平。 “低压可靠性管理
处于探索阶段，难以反映低压用户的真实用电
水平。 ‘风光’等新能源、增量配网等新业态点
多面广，可靠性管理难度加大。 ”

新业态如何影响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
姜锐表示 ，当前电力供给侧 “双高 ”特征显
著，即高比例新能源并网、高比例电力电子
装置情境下，个别用户电能质量受挑战。 “消
费侧方面，终端能源消费以电代煤、以电代
油， 预计新增电量消费约 4500 亿千瓦时，减
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约 210 吨、70 万吨。 ”

姜锐进一步指出， 供需特征发生的显著
变化将导致用电设备运行性能下降，进而影
响生产工效和产品质量，造成电气设备附加
损耗增大、寿命缩短，而且供电系统网损增
大会导致各行业单位产值的碳排放量显著
增加。 “尤其是，目前部分大用户电动机频繁
跳闸、新能源发电机组脱网、常规发电机组
异常等电能质量事件频发。 ”

国家能源局今年 8 月发布的 《2020 年全国电力可靠性年度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底，我国纳入电力可
靠性统计的火电、水电和核电机组共 3170 台，总装机容量 11.44
亿千瓦，较“十三五”初期分别增加 301 台、1.71 亿千瓦。

《报告》显示，“十三五”期间，全国供电系统用户平均供电可
靠率由 2016 年的 99.805%提升至 2020 年的 99 .865% ， 提升
了 0 .06 个百分点。 根据世界银行 2020 年发布的《2020 年营
商环境报告》，我国获得电力世界排名已跃居 12 位，迈进世
界先进行列。

陈平表示，经过几十年发展 ，我国发电设备健康水平得
到根本性提高，对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发挥了巨大作
用。 “火电、水电机组的等效可用系数均呈逐年上升趋势，截
至 2020 年分别达 91.77% 、93.36% ， 较 1985 年分别增加了
7.75 个百分点和 4.63 个百分点。 ”

电力可靠性提升的另一表现，在于非计划停运次数大幅下
降。 中电联可靠性管理中心主任周霞表示，2020 年我国水电机
组非计划停运次数为 0.18 次/台年，较 1985 年降低了 4.91 次/
台年； 我国城市配电网 10 千伏用户平均停电时间 4.82 小时/
户，较 1991 年下降 91.72 小时/户，降幅达 95.01%。

制度建设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年 5 月印发了《提升“获得
电力”服务水平综合监管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
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综合监管。 陈平指出，国家发改委
今年 8 月发布了 《电力可靠性管理办法 （暂行）（征求意见
稿）》，目前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随着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加快构建、电力
市场化改革逐步推进、防范电力系统大面积停电风险，以及适
应电力工作技术水平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等工作逐步展开，
我国电力可靠性管理正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国家能源局电力
可靠性和工程质量监督中心主任陈平在近日召开的 “2021 年
中国电力可靠性高峰论坛”上表示。

据了解，自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引入电力可靠性管理起，历
经 30 余年发展， 电力可靠性管理已成为我国电力行业的重要
基础性工作，也是“获得电力”营商环境评价中的主要指标之
一。 从国际社会不断发生停电事件到我国多地执行有序用电、
电力供需形势趋紧， 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面临的诸多新挑战
备受电力行业关注。

监督工作仍待深入推进

可靠性管理仍存在短板

发电设备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我国核能累计
发电量超 2.6万亿度

本报讯 记者朱学蕊报道：10 月 20
日从中国核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上获
悉，近年来，我国核电装机容量持续提
高， 在建核电机组数量连续多年保持
全球第一。 截至 8 月底， 全国 17 个核
电基地在运核电机组 51 台 、 装机
5327.6 万千瓦，同比增长 9.2%。 核准在
建机组 20 台、 装机 2269.8 万千瓦，在
运在建合计 71 台，装机规模 7597.4 万
千瓦。 今年 1－8 月，全国核电累计发电
量 2686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2.8%；平
均利用小时 5219（利用率 89%），同比增
加 338 小时。自 1994 年我国首台核电机
组投入商运以来，我国核能发电量已累
计达到 2.6 万亿千瓦时以上， 等效减排
二氧化碳约 21 亿吨。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核学会理事会
党委书记、 理事长王寿君表示， 近年
来， 我国核科学技术创新及核能产业
发展取得可喜成绩， 新一代 “人造太
阳”首次放电、世界最强流深地核天体
物理加速器成功出束、“国和一号”和
“华龙一号” 三代核电技术取得新突
破， 以及医用重离子加速器国产化取
等重大进展等一批核科技领域的重大
成就备受瞩目。

王寿君还介绍了近年我国在核科学
技术创新及核能产业方面的其他重点
突破，包括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
号”全球首堆、海外首堆已相继投运 ，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 1 号反应
堆首次达到临界态，“水热同产同送”
科技示范工程在山东海阳投运，海南
昌江多用途模块式小型堆科技示范
工程项目开工建设，液态燃料钍基熔
盐实验堆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中国北
山地下实验室的开工建设，首座高水
平放射性废液玻璃固化设施投运等。

国家原子能机构系统工程司副司
长高洪滨介绍， 国家原子能机构目前
正在抓紧研究编制核科技中长期发展
规划， 主要瞄准建设核工业强国发展
目标，解决卡脖子问题，提升我国核工
业的核心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