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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对于优化电力市场运行与电网调度运行而言，组建全国电力交易
中心是远期抓手，近期更重要的是打好制度基础，统一市场交易规则、
技术标准等，塑造良好的“软环境”。

读读图图

2 月 6 日， 国网唐山供电公司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电力保障团队队员在检查场馆音响设备
用电情况。 韩宝喜/摄

�� 22 月月 77 日日晚晚，，国国网网北北京京检检修修公公司司运运维维人人员员对对首首钢钢滑滑雪雪大大跳跳台台供供电电设设备备上上级级变变电电站站电电源源
开开展展测测温温检检查查巡巡视视，，确确保保电电网网安安全全稳稳定定运运行行。。 刘刘涛涛//摄摄

22 月月 66 日日，，国国网网秦秦皇皇岛岛供供电电公公司司云云顶顶滑滑雪雪公公园园电电力力
保保障障团团队队队队员员克克服服零零下下 2255 摄摄氏氏度度低低温温天天气气，， 在在早早晨晨 66
点点巡巡视视配配电电箱箱，，以以保保障障当当日日比比赛赛供供电电。。 栾栾志志成成//摄摄

2 月 10 日，国网北京海淀供电公司首都体育
馆场馆群电力保障团队保障人员在首都体育馆
进行设备巡视，全力确保场馆电力供应。 王洋/摄

去年电网工程建设
投资完成 4951 亿元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近
日， 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1 年全国
电力工业统计数据，备受关注的电
网投资数据也揭开面纱。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发
电装机容量约 23.8 亿千瓦，同比增
长 7.9%。 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
程建设投资完成 5530 亿元，同比增
长 4.5%。 电网工程建设投资完成
4951 亿元，同比增长 1.1%。

电网投资体量巨大， 产业链
带动效果显著 ，一直是电力装备
行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也是决
定新能源接入和消纳的基础 ，因
此广受社会各界关注 。 同时 ，由
于电网公司的公益属性 ，电网投
资可作为经济逆周期调节的工
具，一直以来都是稳增长的重要
方式。

在电力需求快速增长、 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的背景下， 业内认为电
网投资仍将持续保持增长态势。

根据能源局数据显示，“十二
五”、“十三五”期间，电网投资整体
呈现向上增长的趋势。 “十二五”期
间，全国电网基建投资约 2 万亿元；
“十三五”期间，电网基建总投资约
2.57 万亿元，增长了 28.5%。据预测，
“十四五”期间，我国电网投资额有
望接近 3 万亿元。

国家电网此前透露，“十四五”
期间，国家电网计划投入 3500 亿美
元（约合 2.23 万亿元）。 南方电网提
出，“十四五” 电网建设规划投资约
6700 亿元，比“十三五”提升 36%。

据记者了解，未来电网投资重
点投向两个方向： 一是以特高压
直流为主的跨区跨省输电， 以解
决新能源大基地送出问题； 二是
加强配电网建设， 以应对日益增
长的分布式电源发展、 电动汽车
接入以及需求响应要求，提升“源
荷互动”的能力。

在特高压领域，一方面要让当
前既有通道更高效输送新能源 ，
另一方面要新建跨区跨省通道 ，
完善省间交易机制， 促进新能源
更大范围优化配置。

在配电网领域， 随着分布式电
源、储能、电动汽车等大量接入配电
网， 负荷正从单一用电向发用电一
体化方向转变， 这为电力系统局部
用电平衡、 运行方式安排等带来新
挑战。在此背景下，配电网改造升级
迫在眉睫。 这些都需要巨大的电网
投资作为支撑。

春节前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正式印发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
见》）。 作为未来十年指导电力市场建设的
纲领性政策文件，提出到 2025 年全国统一
电力市场体系初步建成， 国家市场与省
（区、市）/区域市场协同运行，将完善微电
网、存量小电网、增量配电网与大电网间的
交易结算、运行调度等机制，增强就近消纳
新能源和安全运行能力。

《指导意见》提出，要在保障电网安全
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的前提下， 统筹优化
电力市场运行与电网调度运行。

业内专家表示， 对于优化电力市场运
行而言，电网调度是关键一环。

调度原则或发生变化

根据国家能源局官方解读，《指导意
见》明确提出了国家市场、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区域电力市场共同组成多层次的
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其中，省（自治区、直
辖市）市场处于基础地位，定位于提高省
域内电力资源配置效率和保障地方电力
平衡。 鼓励建设相应的区域电力市场，要
贯彻好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
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在条
件成熟时支持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与
国家市场融合发展，或多省（自治区、直辖
市）市场联合形成区域市场后再与国家市
场融合发展。

由于电量无法大量储存， 电力的生产
和消费需要同时完成， 这一现状决定了调
度在电力系统中的核心地位。有观点认为，
在电力市场改革不断推进， 电力市场交易
品种和组织模式不断涌现的情况下， 电力
调度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中国能源研究会配售电研究中心副主
任吴俊宏告诉记者， 电力调度是保证电力
系统安全稳定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主要通
过调度电厂出力、用户负荷的切除（紧急情
况下）、电网线路的开合闸等，保证电力系
统的实时平衡、 电网相关线路和设备不过
载等。

“有了电力市场后， 电力调度原则与
之前相比将发生很大变化。 以前，会设定
一个社会普遍性的原则，比如对于同一类
型的机组，全年的调度是保证其发电利用
小时数基本相当， 但是有了电力市场以
后，发电机组出力时间的调度跟市场合约
有直接联系，同时，每一个电力市场合约
最终确定前，都需由调度机构复核其安全
性，也就是明确这个合约的执行会不会涉
及电力平衡、电网过载等安全问题。 ”吴俊
宏表示。

需提升调度智能化水平

据了解，在我国，省级电网作为独立平
衡区的控制模式已经持续几十年， 这是由
省级电网的规模决定的， 又与行政区划相
一致。对于地市电网而言，不存在平衡调节
问题，装机和负荷的规模可能相差很大。而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是大范围
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提升电力系统规划、运
行效率的关键环节。

国家电网调度中心近日撰文指出，随
着新能源装机规模大幅增长， 高比例新能
源出力的随机性和波动性， 导致新能源弃
电和电力供应不足现象在单一省内反复交
织，成为常态。这倒逼电力平衡逐步由原有
的分省、分区域平衡模式，向全网一体化平
衡模式转变。 2021 年，跨区跨省最大交换
电力占全网用电负荷的比例， 最高达到

23%， 省级电网的电力平衡对省间电力交
换需求日益增长。

“过去， 传统的电力调度运行方式，主
要基于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的可靠
供应。 ”国家发改委系统一位研究员表示，
“现在，随着高比例新能源的接入，尤其是
分布式电源的大规模并网， 对电网的调度
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

该研究员认为，在建设全国统一的电
力市场背景下， 调度需要通过对地调、县
调技术支持实现配网设备运行信息的快
速感知，实现对分布式电源的可观、可测、
可控、可调，做到对可调节负荷的精准控
制。 在调度管理上，分布式电源外送的输
变电设备也将纳入调度管理范围，在检修
计划、方式安排、应急处置等方面，省调与
地、县调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实现输配电
网的协同调度。

据记者了解， 现在国网正在为提升调
度智能化水平， 衔接调度和电力市场交易
做准备工作。

近期要打好制度基础

业内普遍认为，《指导意见》 是全国电
力市场的顶层设计， 标志着我国全国统一
电力市场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在国家加快

推进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面
对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 电力市场体系设
计的方向应进一步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建
设需要，推动形成适合中国国情、有更强新
能源消纳能力的新型电力系统。

上述研究员表示，此次发布的《指导意
见》指出了一些方向，但并不是具体的建设
方案，后续应尽快出台细则保证政策落地。

吴俊宏表示， 未来现货市场究竟该由
电力交易中心牵头组织还是由调度机构牵
头组织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目前来看
是把权利赋予了调度机构。“因为调度机构
需要及时校核现货交易合约。 ”

一位电网系统退休专家告诉记者，将
权利交给调度机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进
行交易量核实时， 市场必须与调度机构在
一起，否则很难运行。

对此，吴俊宏表示认同。 “一旦电力市
场和调度机构分开， 就需要在交易中心里
单独建立一套冗余体系从事校核工作，调
度机构再做执行和安全保证工作， 而这可
能会造成一定的不顺畅和低效率。 ”

上述电网系统退休专家表示， 对于优
化电力市场运行与电网调度运行而言，组
建全国电力交易中心是远期抓手， 近期更
重要的是打好制度基础， 统一市场交易规
则、技术标准等，塑造良好的“软环境”，促
进省、区域电力市场逐步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