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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外来来电电勇勇闯闯市市场场关关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紫紫原原

日前， 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召开
2022 年度工作会议，为今年工作计划“划
重点”。 其中，“优化统筹主营业务与新能
源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提升产业链韧劲、推动低碳转型打开新局
面”，成为“三桶油”今年发展的关键词。

“从工作会议传递的信息看，‘三桶
油’发力新能源、新材料的同时，保障能
源安全和油气供应， 力争油气产量再上
新台阶仍是重中之重。 而面对绿色低碳
和能源转型压力，‘三桶油’均‘稳’字当
头，都在谨慎选择转型方向，谋划转型
策略。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
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表示。

保持储量产量“箭头向上”

2022 年工作会议中，“三桶油” 都将
“保障能源安全和能源供应，并保证油气
产量稳中有升”列在重点工作首位，继续
保持油气储量产量“箭头向上”。

自国内实施 “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
划”以来，“三桶油”聚焦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加大勘探开发力度，油气勘探领域捷
报频传：页岩油储量发现多点开花、渤海
再添 2 个亿吨级油气田、 塔里木发现 10
亿吨级超深大油气区、 渤海油田建成我
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

“2021 年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呈现海陆
并进中向海洋资源倾斜、 常非并举中向
非常规资源倾斜的特点。 原油产量 1.99
亿吨，较 2020 年增加 400 万吨。 ”郭焦锋

表示，“增储上产的重要工作还将持续，
相信‘三桶油’会有新突破。 ”

中石化表示，今年油气业务要在稳油
增气降本提效上取得更大进步； 中海油
将寻找储量接替区， 锚定产量 “稳中有
升”，投资千亿元，天然气产量占比 2025
年升至 35%左右；中石油则提出，提升主
营业务市场竞争力和价值创造能力，有
效发挥中油技服“一体两面”作用，着力
增强能源供应保障能力。

记者注意到， 为保障能源稳定有序
供应，“三桶油” 都将继续重点攻关技术
创新。 郭焦锋表示：“此前自然资源部开
展了新一轮油气资源评价工作， 显示国
内陆上待探明油气资源埋深较大， 深层
油气成为今后勘探开发主阵地， 这也意
味着今后的油气勘探发现更加困难。 而
目前国内技术创新能力水平还未跟上勘
探开发的实际需要，‘三桶油’意识到了这
个问题， 将加大攻关卡脖子技术问题，这
不仅仅是今年也是未来的工作重点。 ”

谨慎转型奔向新赛道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 一体
化石油公司向低碳综合性能源公司转型
既是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低碳乃至“零
碳”的必经之路，“三桶油”虽然面临不小
的挑战，却已有所行动。

中石化宣布将以净零排放为终极目
标， 力争比国家承诺提前 10 年实现碳中
和，提出“一基两翼三新”产业格局，大力

发展新能源业务，“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
1000 座加氢站，打造“中国第一大氢能公
司”；中石油计划拓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布
局“风光”、热能、氢能等新能源业务；中海
油以提升天然气资源供给能力和加快发
展新能源产业发展为重点，推动实现清洁
低碳能源占比提升至 60%以上。

对于新发展赛道，“三桶油”积极却也
谨慎。 中海油明确表示，要“处理好战略
与战术、近期与远期、质量与效益等方面
的关系，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合理控制
产业投资风险。 ”涉足新能源领域最久
的中石化亦稳扎稳打，全力推进产业优
化升级、 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的同时，强
调了风险管控。

“碳中和及增储上产缺一不可， 更不
能有所偏废， 如何优化调整现有能源结
构， 加大新能源开发力度的同时减少排
放，并非易事。 ”郭焦锋坦言。

“主要困难是船大难掉头，石油炼化
传统板块投资不能一刀切给新能源，而从
‘三桶油’ 的年报数据看， 新能源投资比
重仍较小， 目前还处于重点研究转型思
路和路线战略阶段。” 国际清洁能源论坛
（澳门）理事姜银涛表示，“石油公司投资
新能源属跨界行为， 除了资金优势，技
术、管理、人才都不具备优势，因此转型
势必要付出一定的学习和时间成本。 ”

直面绿色发展新挑战

一方面， 因为低碳环保领域的投资

耗时长但回报见效慢， 且伴有投资失败
的风险， 各石油公司针对不同领域的投
资回报预期也不尽相同，“三桶油” 无疑
将面临推动绿色发展、 打开新局面的投
资风险。

另一方面， 新能源行业与传统油气
行业相比，管理运营、人才储备和市场
运作差异较大，“三桶油”将面临更多市
场竞争， 尤其客户更多偏向中下游产
业，更考验其实际运营管理水平。

“未来‘三桶油’与新能源企业的合
作将更频繁，仅靠一己之力实现碳中和，
成本会非常高。 应依托自身资源优势，立
足‘增链补链’，促进主营业务和新能源
业务同步发展，与专业技术人才和市场
公司合作，实现协同转型。 ”郭焦锋表
示，“中石化在这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其
拥有发达的零售终端，可在不增加额外
网络开发的资本支出下推进低碳转型，
完善现有加油站服务范围， 化身综合能
源服务商。 ”

另外， 抢夺优质的可再生能源资源，
是“三桶油”进军新能源市场的又一挑战。
有分析人士认为，目前优质的“风光”资
源几乎已被大型电企和新能源企业瓜分
殆尽，如何找到更好的资源是“三桶油”
进入新能源市场的壁垒之一。

对此，郭焦锋认为，虽然目前新能源
市场多被占据，但“三桶油”手握油气勘
探矿业权，“只要在矿业权范围内， 新能
源资源就能握在手里， 这条赛道上还有
一定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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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桶桶油油””力力争争两两条条““赛赛道道””齐齐发发力力
■■本报记者 渠沛然

6378 亿、670 亿千瓦时，分别同比增
长 22.3%、90.9%———2021 年国网、 南网
经营区内省间市场交易电量的两组数
据，直观反映出电力跨省跨区市场化交
易规模的上涨趋势。

电力跨省跨区交易是对接我国西部
清洁能源生产基地和东部负荷需求中
心的关键平台， 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中作用重大 。 例如 ，宁夏 、新疆的 “风
光 ”点亮浙江 、安徽的灯火 ，其中前两
者为送电省、所发电量为外送电，后两
者为受端省、所受电量为外来电 ，特高
压为输电通道。

随着新一轮电改步入“深水区”，全国
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提速，更大范围优
化配置电力资源的需求日渐迫切， 而要
促进跨省跨区交易更加顺畅， 化解外来
电进入电力市场 （以下简称 “外来电入
市”）的各种矛盾势在必行。

外来电入市是大势所趋

长期以来，大比例的外来电依据“计
划电”模式输送。例如，2021 年“疆电外送”
计划电量逾 1100 亿千瓦时， 市场化交易
外送电量作为补充形式，签订合同 129 亿
千瓦时。

中嘉能首席交易官张骥告诉记者，
“计划电” 即送电省与受端省签订相关
协议，电量由协议提前锁定，电价由政
府部门核定， 受端省保量保价消纳电
量。 若双方还有额外的合作需求，可补
签市场化电量，也就是上述 129 亿千瓦
时“疆电外送”市场化交易电量。

但据记者了解，“计划模式”下的跨省
跨区交易目前已难以持续。

“伴随外来电比例与日俱增，其在个
别省的比重已与本地电源相当。 尤其工
商业用户全部入市后， 若这部分外来电
仍在计划‘襁褓’内，那么受端省的发用
电量就无法实现平衡， 继而影响市场运
行。 ”浙江某电力行业人士直言。

早在 2017 年， 国家发改委就发文明
确，有序放开跨省跨区送受电计划。 经过
近几年的市场培育，外来电入市率先落地
山东。 山东去年底提出，同步放开部分直
流通道燃煤配套电源上网电价。 浙江近
日也明确， 宁东基地煤电与浙江省内机
组一起入市交易， 与电力用户或售电公
司签订市场化交易合同， 意味着外来电
进入浙江省中长期交易。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
源局去年 12 月曾发布《关于国家电网有
限公司省间电力现货交易规则的复
函》，明确“不断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
步引入受端地区大用户、售电公司等参
与交易，优先鼓励有绿色电力需求的用
户与新能源发电企业直接交易”。

应兼顾送受两端利益

如何既让送电省满意、 又让受端省
称心、还要保证通道利用率？ 张骥认为，
如果外电来入市的电量和电价全由市场
决定， 那么没有经济性的输电通道利用
率会大幅下降甚至闲置，沦为沉没资产。

山西某发电企业人士表示，若以保证
通道利用率为前提，则会冲击送、受两端

电力市场。 “比如在受端省现货市场的低
价时段，供过于求不需要外来电。 但为保
证通道利用率，很多时候只能强送。 这种
情况下，就需要受端省本地电源为外来
电让路，放弃本省的低价电而高价购买
外来电， 导致本地大量机组停机备用，
产生高额的辅助服务补偿费用，且由受
端省承担。 ”

据了解， 送电省供需相对紧张时，也
会出现“一边有序用电、一边外送电量”的
情况，但这些问题并非外来电入市导致，
而是市场通过价格暴露了这个问题。 另
外，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考核如何平衡
等，都是外来电入市的博弈点。

此外，外来电入市后带来的超额利润
如何分配也是争论点之一。 浙江电力行业
人士指出：“国家发改委去年发布《关于进
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的通知》后，送、受两端省份煤电机组电价
各上涨 20%，但送电省基准价低于受端省
且‘风光’和水电价格不变，由此导致部分
地区价差扩至 0.1 元/千瓦时以上。 ”

“假设送电省基准价 0.3 元/千瓦时，
上浮 20%后电价为 0.36 元/千瓦时。 受端
省基准价为 0.4 元/千瓦时，上浮 20%后
为 0.48 元/千瓦时，价差由 0.1 元/千瓦
时变为 0.12 元/千瓦时， 这 0.02 元/千
瓦时即为超额利润。 受端省希望按照实
际价值购电，外送省则希望按照市场价
格售电。 ”该人士解释。

有序推动电力直接交易

那么， 到底该如何有效推动外来电

入市？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

员冯永晟认为，难点在于计划仍凌驾于市
场之上。 “计划掩盖了许多应在市场建设
中解决的问题，所以需要改变计划和市场
的从属定位， 以体制改革推动机制完善、
健全电力市场体系、从事后分摊转向事前
契约构建。 ”

冯永晟进一步指出， 外来电的价值
在于扩大资源配置范围， 并提升配置效
率， 尤其是外来电中具有高比例清洁能
源时更值得鼓励。 “不过外来电的‘外来’
属性以满足地方需求为前提，用多少、怎
么用，首先要考虑受端用户的实际需要。
外来电并非凌驾于地方电力市场之上
的存在，而是电力市场的一部分，无论
哪种模式的跨省跨区交易，都是最基本
的市场结构要求。 ”

上述山西发电企业人士表示，如何理
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兼顾市场主体的利
益、扫清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的障碍，亟需
主管部门 “出面”。 “国家能源局自 2020
年起就针对跨省跨区电力交易与市场秩
序进行了专项监管， 当前还需构建监督
闭环机制，督促政策进一步落地。 ”

技术方面，浙江电力行业人士指出，
跨省跨区市场化交易改变了输送通道
的潮流和方向，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会
有影响， 但都能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基
本方向还是推动外来电直接参与市场，
即发用双方直接点对点交易。 “试点先
行，相信解决外来电入市的难题，将在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找
到答案。 ”

中国石化近日称 ，
江汉油田部署在湖北省
恩施州利川红星地区的
页岩气预探井红页 2HF
井 ， 连续试采生产 20
天， 日产页岩气保持稳
定。 这是部署在该地区
的又一口产量稳定的页
岩气探井， 进一步证实
了该地区的勘探潜力 。
目前， 江汉油田已提交
该地区首批页岩气预测
储 量 1051.03 亿 立 方
米。 图为中国石化部署
在恩施州利川红星地区
的红页 1HF 井井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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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佑鹏也表示，2021 年锂电
池上游原料碳酸锂、钴价格猛涨，
即使在三元锂电池原本占据明显
优势的国际市场，特斯拉、宝马、
福特、现代、雷诺等车企均已表示
将考虑改用具有性价比优势的磷
酸铁锂电池。

值得注意的是， 陈永翀认
为，从以往发生的事故看，包括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在内，三
元锂电池的事故概率目前仍远
高于磷酸铁锂电池，关键原因就
在于后者的内部结构设计相对
更安全。

“实际上，消费者和动力电池
生产商目前都对磷酸铁锂电池有
一些偏向。 ” 陈永翀指出，“一方
面， 消费者购车时会考虑磷酸铁
锂电池的安全性能， 倾向于购买
更安全的电池；另一方面，考虑到
发生安全事故后可能面临的召回
和严厉处罚， 生产商对安全的偏
向也将进一步扩大磷酸铁锂电池
的市场优势。 ”

细分需求
推动电池路线多元化

磷酸铁锂电池凭借多重优
势重新占据市场， 这一态势是
否能够延续？

曾佑鹏认为， 从目前市场发
展情况看，磷酸铁锂电池的装机
增长预期仍将高于三元锂电池，
“乐观预计， 国内市场磷酸铁锂
电池占比有望达到 70%。 ”但崔
东树指出，从材料角度看，目前
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已无太
多上升空间， 很可能限制其未
来的应用场景。

业内普遍认为，随着国内新
能源汽车市场逐步走向成熟，更
多细分市场将进一步塑造动力
电池市场格局。

陈永翀表示， 未来新能源汽
车产品将更加丰富多元， 从消费
者选择角度看会有高端、中端、低
端各类车型， 从里程看有短程低
速、中程、长程的区别，同时不同
地域使用的动力电池种类也会不
尽相同。“未来新能源汽车市场预
期将更加细分， 在短程低速或中
短程电动车市场中， 磷酸铁锂电
池很可能维持主流地位， 但对长
程或其他用途车辆而言， 三元锂
电池也有望维持一定优势。 ”

曾佑鹏表示，除目前“两分天
下”的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
池以外， 磷酸锰铁锂、 固态电
池、富锂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
等新电池技术路线也值得关
注，其中磷酸锰铁锂、钠离子电
池或将在未来 2-3 年进入商业
化应用阶段。

关注

央企发挥能源保供
“压舱石” 作用

本报讯 记者苏南报道：1 月
19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
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2021
年央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 在全面打响能源电
力保供攻坚战， 全力维护供电
供暖安全， 保障人民群众温暖
过冬方面， 中央企业取得了积
极成效。

“中央煤炭企业产量创历史
新高。 ”彭华岗表示，2021 年底，
中央企业有 42 个煤矿列入应急
保供名单，预计核增产能 9410 万
吨/年。 2021 年四季度，煤炭日均
产能达到 295 万吨，比 2021 年前
三季度增长 17%以上。 2021 年中
央企业煤炭企业产量首次突破
10 亿吨大关。

此外， 中央发电企业发电出
力水平也超过 2020 年同期水平。
截至 2021 年底，中央发电企业电
煤库存量达到 9569 万吨，同比增
长 29.2%， 电煤库存可用天数达
到 20.1 天，同比增加 5.1 天。

彭华岗介绍，2021 年中央发
电企业发电量达到 4.95 万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10.2%，占全国
发电量的比重是 64.6%， 高于
装机规模占比 2.5 个百分点 。
中央电网企业有力保障有序用
电持续清零。 2021 年9 月底以
来，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充分发
挥大电网资源配置优势， 累计
组织跨区跨省支援 732 次、电量
53 亿千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