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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苏苏南南

核心阅读

“十四五”期间，国网规划建设特高压工程“24 交 14 直”，涉及
线路 3 万余公里，变电换流容量 3.4 亿千伏安，总投资 3800 亿元。今
年，国网计划开工“10 交 3 直”共 13 条特高压线路。

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日前突破 6450 亿千瓦时大关———

揭秘电力交易的“云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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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突
破 6450 亿千瓦时大关，成为昆明电力交易
中心发展历程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昆
明电力交易中心自 2016 年成立以来，先行
先试，在全国率先搭建功能全面、规范高
效的交易平台， 建立较为完善的交易机
制，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电力体制改革
“云南模式”。

自 2014 年 6 月汛期富余水电市场化
交易启动运行至今，云南电力市场已经连
续平稳运行 90 个月， 累计交易电量 6457
亿千瓦时，注册电力用户超过 18 万户，省
内市场化率超过 70%， 连续多年位居全国
第一，已经发展成为全国开展市场化交易
最早、运行时间最长、市场化程度最高、运
行最为平稳的电力市场之一。

“来淘电”欢迎“货比三家”

“‘来淘电’就是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将
电能还原‘商品’属性的一个重要缩影。 通
过搭建零售市场化交易平台，前台实现平
台化、商城化模式运作，后台整合电网、电
厂、售电公司等整个电力系统资源，打造
权威、可信、安全、规范、真实、可靠的‘电
力生态圈’， 让广大中小微企业用户不仅
能用上电，还能用上可靠电、便宜电。 ”昆

明电力交易中心市场运营总监张茂林表
示，2020 年 10 月，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创新
将电商与电力交易融合，在全国率先推出
电力新零售交易平台“来淘电”，实现高效
“一站式”零售交易平台服务。 这不仅是落
实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关于放开零售端、打
通改革落实到普通用户 “最后一公里”的
具体举措，也是让中小微企业、普通百姓
方便快捷地进入市场购电，充分享受“电
改”红利的有效抓手。

“‘来淘电’平台上的售电公司和电价
套餐信息全面规范公开，用电企业不但可
以‘货比三家’淘宝式买电，还可以通过平
台与售电公司协商定制电价套餐和服务，
极大满足个性化差异化电力交易需求。 ”
云南杰沃售电公司总经理韦杰元表示，像
淘宝一样买电，“来淘电”为海量经营性用
户、小微用户进入市场提供了技术和运营
上的保障，规范电力零售市场的运行和监
管，为电力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提供
了实践样板。

“计划+市场”助推“绿电交易”

充分利用云南水电富余“窗口期”，积
极发挥南方电网大平台优势。 “十三五”期
间，昆明电力交易中心通过“计划+市场”

模式在全国率先通过市场化交易机制消
纳富余电量，使困扰云南的弃水问题得到
解决。 2016 年以来，云南省绿色能源发电
量 16923 亿千瓦时，占比超过 90%，绿色能
源优势突出。 2021 年上半年，云南风电利
用小时数达 1664 小时， 远超全国 1212 小
时，位居全国第一。

五年来， 云南西电东送迎来 “黄金
期 ”，在 “计划+市场 ”的省间市场模式
下，绿色能源在更大区域发挥作用，云南
外送的清洁水电占广东全社会用电量的
比例 ， 由 2014 年的 16.7%逐年增长至
2021 年的 21%， 累计减少东部地区标煤
消耗约 2.9 亿吨， 减排二氧化碳约 7.7
亿吨。

据了解，为深层次挖掘云南绿色能源
价值，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利用区块链技术
实现了绿色用电信息溯源、计算和自动上
链存证。 2021 年 4 月开具出全国首张“绿
色用电凭证”。 截至目前，已经为 95 个电
力企业开具“绿色用电凭证”。

改革“红利”实现多方共赢

“2018 年， 云南率先全面开放经营性
电力用户参与市场交易；2021 年云南全省
98%以上的大工业和 40%以上的一般工商

业用户参与市场化，市场主体注册数量超
过 18 万户，是 5 年前的 44 倍。 ” 昆明电力
交易中心相关专家表示，随着云南电力市
场运营的不断成熟稳定，电力的商品属性
得以还原，成交价格准确反映市场供求变
化，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

据了解，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年交易电
量规模由 2014 年的 178 亿千瓦时增加至
2021 年的 1490 亿千瓦时， 增长 8.4 倍，交
易电量占云南省全社会用电量的比例超
过 70%，连续 6 年实现两位数快速增长。市
场主体数量快速增长，各方积极主动关注
和参与云南电力市场， 实现多方共赢，共
享改革“红利”。

另外，昆明电力交易中心通过火电长
期备用补偿等市场机制，有效促进富余水
电得到消纳、 火电生存困难得到缓解，全
省电力工业主要矛盾明显缓解，行业整体
效率不断提升。截至 2021 年 12 月，累计为
企业降低用电成本超 600 亿元， 电力成为
除税费外降成本的最大贡献者。

电力成本的下降，对以基础原材料加
工为主的云南工业经济转型升级起到重
要的支撑作用。 近年来，云南依托资源优
势，加速布局打造水电铝、水电硅材一体
化产业链，电力已成为云南省第一大支柱
产业。

■■ 本报记者 李文华

元旦佳节，安徽省滁
州市来安县供电公司和
安徽送变电工程有限公
司 200 多名电力工人放
弃节日休息，奋战在 110
千伏广山输变电工程施
工现场，确保本月中旬并
网投产。 图为 1 月 1 日，
施工人员在 40 多米高空
对 110 千伏广山输变电
工程进行放紧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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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新一代用电信息
采集系统在河北上线

本报讯 日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新一代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在河北上线
运行。 该系统以终端能源客户和终端
能源消费为核心， 是建设新型电力系
统的基础平台之一。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是国网
系统第一批开展新一代用电信息采集
系统试点建设的六家省级电力公司之
一。 国网河北电力选派骨干员工参与
新一代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项目组系统
的功能开发， 并选取衡水供电公司作
为新一代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试点建设
单位。 目前，衡水供电公司已接入终端
9.5 万个、电表 259.83 万只，系统运行
稳定。

与上一代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相比，
新一代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具备多元化
设备灵活接入能力。 供电员工借助该系
统在分布式光伏、储能设备等计量装置
上安装高速电力载波模块，试点研究能
效提升、 计量异常精准管控等功能，补
齐新能源业务监控短板。 该系统可满足
全量数据定制化与分钟级采集、设备的
秒级控制等业务开展需求，可支撑有序
用电、柔性调控、新能源管理等多维控
制模式，保障电网稳定运行。 该系统可
通过海量数据分析能力，实现停电事件
等分钟级响应研判， 拓展业务分析深
度，缩短系统分析时间。

（赵俊鹏 吴一敌 陶鹏）

湖北电网首次应用无人机
搭载紫外光巡检变电设备

本报讯 1 月 3 日， 国网湖北超
高压公司超能科创中心利用多旋翼
无人机搭载紫外光检测设备，对 500
千伏光谷变电站全站一次设备绝缘
部位表面开展紫外光检测，实现了多
旋翼无人机搭载紫外光成像检测技
术在湖北电网超高压变电站的首次
实际应用。

无人机搭载紫外光检测装置为该
公司 2021 年系列成果转化产品之一，
也是该产品为适应变电站智能巡检迭
代升级后推出的第三代， 外形尺寸直
径缩小了近 50%，仅为 0.81 米；具备工
业级 RTK 定位功能，适用于智能自主
变压器电站巡检。 升级后的一体化云
台具备数据传输与通信功能， 大大提
高了作业的安全性， 实现了由传统的
两人合作操作到单人操作的转变，检
测效率和精度都大为提高。

同时，该公司获取了绝缘部位表
面局部电晕放电光子数及放电量与
仪器增益、电压等级、测量距离变化
的关系，建立了设备带电部位运行工
况下电晕放电特征图谱和分析方法，
实现了超特高压设备局部放电缺陷
的诊断，相关技术均处于国内运检单
位前列。 （董晓虎 吴军 程绳）

记者近日独家获悉， 今年特高压项目
核准提速，规划的项目有望全部核准，未来
四年特高压建设规模空前。 知情人士向记
者透露，“2022 年， 国网计划开工 ‘10 交 3
直’共 13 条特高压线路”。

在受访的业内人士看来， 在碳达峰碳
中和背景下，加强网架建设，尤其是特高压
建设， 可有效解决我国高比例可再生能源
并网、跨省跨区大范围调配的难题。交直流
特高压输电工程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
重要措施，将成为“十四五”电网重点投资
方向。

需加强跨省跨区通道建设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雅砻江流
域、松辽、冀北、黄河几字弯、金沙江上游等
九大陆上清洁能源基地和五大海上风电基
地。以九大陆上清洁能源基地为代表，“十四
五”期间，新能源重点开发地区包括新疆、云
贵、藏东南、青海、甘肃、蒙西、东北等地区，
距东部负荷中心长达 1000-3000公里。

实现长距离能源外送， 作为电力 “快
递”的特高压直流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能
源局电力司司长黄学农曾明确表示， 在西
部地区、北部地区，新能源资源富集地区，
要科学规划、 布局一批以新能源为主的电
源基地和电力输送通道， 实现新能源电力

全局优化配置。
业内受访专家一致认为， 随着新能源

大基地的不断推进， 存量特高压直流线路
逐渐打捆完毕，预计“十四五”期间特高压
直流线路将围绕着大基地建设。

“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清洁能源资
源禀赋突出， 将长期作为我国特高压的
主要送端。 ”国网能源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张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需要解决清洁能源的消纳利用问
题， 特高压既能够支撑大范围资源优化
配置，还将发挥跨区调节互济的作用，随
着新能源渗透率逐渐提高， 采用更加灵
活优化的运行方式， 挖掘不同区域新能
源出力及负荷需求的时序互补性， 实现
跨区域调峰和备用。

特高压和跨省跨区输电工程大规模启

动后，新能源消纳问题有望得到缓解。以华
中电网为例，±800 千伏雅中-江西特高压
直流、 陕武特高压直流和 1000 千伏南昌-
长沙特高压交流工程去年集中投产， 尤其
是±800 千伏雅中-江西特高压直流工程投
运后具备输送 460 万千瓦能力， 有效缓解
了度夏期间华中及江西电网供电紧张局
面，同时缓解了四川电网丰水期弃水压力。
1000 千伏长沙-南昌特高压交流工程投运
后改变了湖南、江西末端电网的格局，鄂湘
赣三省形成“三角形”联络新格局。

中信建投研究认为， 随着国内网架日
趋完善，变电站之间电气距离逐渐缩短，最
有效的链接方法是采用柔性直流技术进行
区域电网背靠背互联， 提高电网电力交换
及事故支援能力，并缓解交直流互相影响、
缩小交流故障影响范围。

启动新一轮特高压线路建设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国家今年将大
规模启动新一轮特高压建设， 并且建设规
模空前。 ”

记者梳理发现，自从 2006 年我国探索
特高压示范工程开始， 到目前已经历三轮
大发展。 第一轮是 2011 年至 2013 年，规划
建设“三横三纵”特高压骨干网架和 13 项
直流输电工程，形成大规模“西电东送”“北
电南送”格局；第二轮是 2014 至 2016 年，
国家能源局提出加快推进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 12 条重点输电通道的建设，推进 9
条特高压线路建设； 第三轮是 2018 年至
2020 年，作为“新基建”投资托底经济，特
高压迎来快速发展。

记者获悉，“十四五”期间，国网规划建设
特高压工程“24 交 14 直”，涉及线路 3 万余
公里，变电换流容量 3.4 亿千伏安，总投资
3800亿元。 今年，国网计划开工“10交 3直”。

记者从四川省电力公司获悉， 其正在
规划 1000 千伏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这是
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要输电通道，将满
足川西水电外送需要， 提高成渝双城经济
圈供电保障能力， 保障川渝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

“按照规划，建设甘孜—天府南—成都

东、天府南—重庆特高压交流工程，其中四
川新建甘孜、天府南、成都东特高压变电站
3 座，重庆新建铜梁特高压变电站，新增变
电容量 2400 万千伏安。 ”国网四川电力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争取今年上半年完
成核准，并开工建设。 ”

有效拉动上下游产业

在张宁看来， 特高压不仅能有效支撑
清洁能源大范围优化配置，助力“双碳”目
标实现， 同时还可提高东中部地区电力供
应保障能力。 此外，特高压投资规模大、产
业链长， 建设特高压项目能够有效拉动上
下游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据了解， 特高压产业链除了高压电气
开关设备、新材料、换流阀、线缆、变压设
备、机械等相关产业，还可依托 5G 推动物
联网、芯片等高新技术发展。

中信建投分析师朱玥预测，“十四五”
期间，特高压直流工程加速推进，换流阀、
高压直流阀用晶闸管等相关企业的直流业
务营收将突破 2017 年的高点。

记者发现，“十二五”期间，国网和南网
两网年均电网投资额约 4176 亿元，“十三
五”期间，两网年均电网投资额约 5643 亿
元。多位业内人士预计，“十四五”两网年均
电网投资额将超过 650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