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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企业

贵州拟将煤电和新能源电力绑定发展
■■本报记者 姚金楠

近日，贵州省能源局就“关
于推动煤电新能源一体化发展
的工作措施”进行意见征求。 根
据《关于推动煤电新能源一体化
发展的工作措施（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煤
电”和“储能”成为新建新能源项
目的两大重要影响因素。

从开发之初便要考虑与灵
活性调节性资源“打捆绑定”，一
体化的发展思路是否会成为未
来新能源的主流趋势呢？

■■■■有煤电，优先拿指标

“多能互补” 是 《征求意见
稿》首推的发展思路。 《征求意见
稿》指出，对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与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托底保
供煤电项目，原则上优先通过多
能互补模式配置风光资源 ，在
充分利用火电机组增量调节能
力的基础上， 建立火风光多能
互补综合能源基地，实现一体化
发展。

特别在指标分配方面，《征求意见稿》
赋予了煤电企业优先权。原则上应就近、打
捆配置，布局相对集中，优先考虑有送出能
力和调峰资源的煤电项目。 推动煤电与新
能源项目作为一个整体，统一送出，统一调
度，提高送出通道利用率，提升新能源消纳
能力。同时，贵州省能源局将每年清理未按
规定时限核准（备案）、开工建设且未申请
延期的新能源项目，对清理出来的项目，移
除年度建设规模， 原有建设指标优先配置
给符合条件的煤电企业。

“进入‘十四五’以后，贵州省就在大力
倡导多能互补，在做相关的‘十四五’规划
时，就是这样的基调。现在获得指标的新能
源项目几乎都是考虑了多能互补的因素，
基本全都在最初‘十四五’规划的‘大盘子’
里。”国内某大型发电企业贵州公司相关人
员赵某向记者透露，目前，该公司所有新开
发的新能源项目 “没有一个跳出一体化的
圈子， 或远或近都要依托煤电或者水电项
目申报， 不会单独申请一个光伏或者风电
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 贵州此次提出的煤电

新能源一体化发展， 对煤电的灵活性调节
能力也给出了明确的规则。根据《征求意见
稿》，对现有煤电项目，若未开展灵活性改
造，原则上不配置新能源建设指标；对开展
灵活性改造的， 按灵活性改造新增调峰容
量的 2 倍配置新能源建设指标； 有富余调
节容量的煤电项目， 可按富余调节容量的
2 倍配置新能源建设指标。 对新建煤电项
目， 新增煤电机组应具备在 35%-100%负
荷区间线性调节和快速响应能力， 在确保
公共调节容量（50%）不被占用的前提下，
新能源建设指标可按其设计调节容量减去
公共调节容量后的 2 倍规模进行配置，统
一规划，同步建设。

对此，申港证券分析师也表示，贵州的
煤电新能源一体化发展路径实质上是以煤
电灵活性改造为基础开展的， 这也将进一
步拉动当地煤电灵活性改造的需求。 光大
证券行业研究员王威认为， 就全国范围而
言， 贵州的煤电新能源一体化方案仅是开
始， 预计未来会有多个省份通过类似的思
路加速推进灵活性改造， 完善新建火电机
组的补偿措施。 中泰证券电力新能源研究
团队初步统计显示，近期湖南、湖北、山西
等省发布的新能源指标分配文件中， 均对

“煤电灵活性改造”配置了单独规模，总量
已超 1300 万千瓦。

■■■■无煤电，并网需配储

除却捆绑煤电，《征求意见稿》 也给新
能源项目的并网提供了另一个选项———配
储能。根据《征求意见稿》，对未纳入煤电新
能源一体化、 需参与市场化并网的新能源
项目，应根据《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
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通
知》 精神， 按不低于新能源装机规模 10%
（挂钩比例可根据实际动态调整）满足 2 小
时运行要求自建或购买储能， 以满足调峰
需求；对新建未配储能的新能源项目，暂不
考虑并网，以确保平稳供电。

“上储能有两个思路，要么购买，要么
自建。 无论是哪一种都会增加投资，对于
开发企业而言，特别是央国企，对收益率
有一些硬性的标准和要求， 如果不能达
标，即使是获得了指标也不会建。 ”赵某坦
言，“现在不少项目都是‘象征性开工’，原
因就在于此。 ”

《贵州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十
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指出，受储能建设需

求影响，新能源开发企业不得
不增加开发建设成本，必然对
贵州省新能源开发进度和规
模带来一定影响。

“不可否认，政策导向下，
新能源配储的需求定会增
强。 ”中泰证券电力新能源研
究团队表示，目前，国内独立
储能电站已具备 5%-6%的内
部收益率，国内储能装机未来
或将快速提升。但就现阶段而
言， 申港证券分析师也指出，
储能行业仍处发展初期，在此
背景下，煤电灵活性改造将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支撑新能源
建设指标的配置。

■■■■看消纳，局地已受限

在赵某看来，随着风电和
光伏大规模上马，如果不提前
布局，灵活性调节资源只会越
来越紧缺。 “所以，贵州省力推
煤电和新能源的一体化发展，

也是想最大限度地避免限电弃电问题。 ”
事实上，根据《贵州省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贵州省局部地区
的新能源发电送出消纳受限问题已经显
现。从资源分布来看，贵州省西部地区风能
和太阳能资源相对丰富， 新能源建成规模
较大，贵州省现有“两横一中心”网架结构
的中西部地区已无富余送出通道， 而西部
地区并非负荷中心， 新增新能源电力难以
就地消纳， 电网规划建设短期内难以适应
新能源大规模发展需求。

“而且要建设一条新的送出线路，必
须要有相应的廊道资源，其间难免涉及生
态环保问题。 ”赵某指出，当前，贵州省各
级政府对于环保政策的落实都采取了非
常严谨的态度，廊道资源受限的问题并不
鲜见。

光大证券分析指出， 并网消纳问题日
渐成为新能源项目优先考虑的因素。 从未
来光伏、风电项目整体思路来看，新能源
叠加煤电或储能，将有助于更便利地实现
就地消纳。 如果是外送消纳，特别是大基
地项目，则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快特高压的
建设。

关关注注
本报讯 11月 10日， 鄂西首个获得核

准的抽水蓄能项目———三峡集团所属湖北
能源长阳清江抽水蓄能项目暨配套工程正
式开工。三峡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雷鸣山
出席活动并宣布项目正式开工。 宜昌市委
副书记、市长马泽江出席活动并致辞。三峡
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王良友，宜昌市委
常委、副市长汪元程等出席开工活动。

马泽江在致辞中表示，清江抽水蓄能
项目和同日开工的远安抽水蓄能项目是
三峡集团和宜昌互利合作的又一标志性
成果，体现了双方“自家人、一家亲”的深
情厚谊，彰显了三峡集团主动服务国家能
源战略的责任担当， 将为宜昌加快建设
“山水辉映、蓝绿交织、人城相融”的长江
大保护典范城市提供重要支撑。宜昌市委
市政府将持续深度对接三峡集团“两翼齐
飞”战略，为三峡集团在宜发展保驾护航，
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标杆”。期待双方在
清洁能源、生态环保、城市建设、数字经济
等领域持续发力，推动双方互利合作结出
更加丰硕成果。

长阳清江抽水蓄能项目是三峡集团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稳妥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具体行动，
是服务湖北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
局先行区、服务宜昌加快建设长江大保护
典范城市、助力三峡集团“两翼齐飞”的重
要举措。 项目总投资 88.69 亿元、设计装
机 120 万千瓦。 该项目是国家能源局《抽
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 年)》
“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同时也是《湖北
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项
目。 项目建成后，将承担湖北电力系统调
峰、填谷、调频、调相、储能和紧急事故备
用等任务，预计年发电量 12.3 亿千瓦时。

当天，三峡集团所属三峡建工湖北远
安抽水蓄能电站开工，该电站位于湖北省
宜昌市远安县花林寺镇境内，是国家《抽
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 年）》
“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同时也是《湖北
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项
目，主要由上水库、输水系统、厂房发电系
统、下水库等建筑物组成，计划安装 4 台
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的单级混流可逆式水
泵水轮机组，总装机容量 120 万千瓦。 电
站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 12.3 亿千瓦时，
主要承担湖北电网调峰、 填谷、 调频、调
相、储能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

（胡九思 杜健伟 马惟奇）

近日， 核电上市企业中国核能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核电”）、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广核”）发布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国核电 2022 年三季报显示，
2022 年该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 527.03亿元， 同比增长 13.50%，归
母净利润为 80.31 亿元， 同比增加
20.30%。 扣除非归母净利润 80.21 亿
元，同比增加 21.71%。 其中，2022年单
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181.31亿元，同
比上升 10.78%； 归母净利润 25.94亿
元，同比上升 26.96%；扣非归母净利润
26.02亿元，同比上升 28.19%；

中国广核 2022 年三季报显示，
2022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84.15 亿元，同比下滑 1.22%，实现
归母净利润 87.9 亿元， 同比增长
0.55%。扣非归母净利润 85.43 亿元，
同比下滑 1.25%。第三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 217.93 亿元，同比下滑 2.14%，
实现归母净利润 28.86 亿元， 下滑
11.05%。 扣非归母净利润 32.18 亿
元，同比下滑 12.44%。

从发电量看， 中国核能行业协
会日前发布的全国核电运行情况
（2022 年 1-9 月）显示全国累计发电
量为 62867.4 亿千瓦时， 运行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
3046.76 亿千瓦时，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 4.85%。 2022
年 1-9 月全国共有 1 台核电机组首次并网发电，为红
沿河 6 号机组。

2022 年 1-9 月， 全国核电设备利用小时数为
5515.92 小时，平均机组能力因子为 90.85%。 其中，大
亚湾核电厂 1 号机组；秦山第二核电厂 3 号机组；田湾
核电站 1、3、5 号机组； 福清核电厂 2、3 号机组能力因
子为 100%；台山核电厂 1 号机组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
开始临停大修，2022 年 8 月 15 日并网成功，能力因子
最低，仅为 9.48%。

具体来看，中国核电 2022 年前三季度公司核电机
组发电量 1359.7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27%；上网电量
累计为 1270.1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 5.28%。 其中，秦
山核电前三季度发电量同比增长 1.82%；江苏核电前三
季度发电量同比增加 6.87%；三门核电前三季度发电量
同比增长 1.98%； 海南核电前三季度发电量同比增加
18.08%；福清核电前三季度发电量同比增加 9.05%；秦山

二核、三门核电、海南核电因前三季度大
修次数减少，发电量同比增加。

中国广核运营管理的核电机组总发
电量约为 1523.48 亿千瓦时，主要受台山
机组拖累，较去年同期下降 3.97%。 总上
网电量约为 1428.37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
期下降 4.17%；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网电
量约为 1137.80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下
降 7.13%。

记者梳理发现，2022 年 1-9 月，我
国核电审批进程加快。作为稳定、清洁、可
控的基荷电源，核电在电力系统中的地位
进一步明确， 有望迎来积极有序新发展。
今年也是继 2008 年之后， 核电核准速度
最快、数量最高的一年。截至目前，国务院
已密集审批了 10 台核电机组。 核电项目
审批加快，核电装机的持续提升，将为核
电企业业绩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寿君在日前举
办的第 23 届太平洋地区核能大会上表
示，随着中国“双碳”战略的持续推进、能
源安全新战略的深化落实， 核能将持续
积极安全有序发展。 中国预计在未来五
年间将进一步加快扩大装机规模， 保持
每年 6-8 台核电机组的核准开工节奏，
核能发电量也将大幅增加。 预计到 2035
年， 核电在我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将达
到 10%左右。

截至 9 月 30 日， 中国核电控股在建项目机组 8
台，装机容量 887.8 万千瓦；控股核准机组三台，装机
容量 367.50 万千瓦； 核电合计装机 3630.30 万千瓦。
2022 年 9 月份召开的国常会中核准了该公司控股的
漳州核电 3、4 号机组，此前 4 月国常会中，已核准了公
司的浙江三门核电项目 3、4 号机组。截至目前，公司今
年共获批 4 台机组，合计装机 4926MW。

截至 2022 年 9 月底，中广核控股在建项目机组 7
台 （三季度新增陆丰 5 号机组正式开工）， 装机容量
838 万千瓦，控股核准机组 1 台（陆丰 6 号）。根据机组
在建进度， 防城港 3 号将于今年年底投运，2023 年没
有机组投产，2024 年防城港 4 号机组投产，2025 年惠
州 1 号投产，2026-2027 年惠州 2 号机组、苍南 1 号、2
号陆续投产。相关研报分析指出，沿海省份电力供需格
局预计将持续紧张。 中广核目前有宁德三期、 陆丰三
期、防城港三期等多个项目已报批审核，并计划每年开
工建设 2-3 台，预计“十四五”期间有望获取更多机组
审批，为“十五五”期间的装机高增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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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集团两大
抽水蓄能电站同日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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