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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智能化建设
进入新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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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金楠 实习记者 杨沐岩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去年全国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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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央企将深入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聚焦战略安
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加快培育现代产业链链长，积
极开拓新领域新赛道，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央企能源领域整合开新篇

新年伊始， 中央企业在能源领域的专
业化整合动作不断。 风电、光伏发电、生物
质发电、水电等多个可再生能源领域更是
成为专业化整合的重点对象。

央企专业化整合为何要在能源领域频
频落子？ 整合后，企业发展又将面临怎样
的机遇与挑战？

兼顾安全保供和“双碳”目标，
能源是央企专业化整合重点领域

1 月 6 日，中国华能与中国船舶、中国
海油、东方电气集团、中铝集团、通用技术
集团、中国建筑、招商局集团、中国建材、中
国中车集团、中交集团、南光集团、中国电
气装备、 中国铁塔等 13 家中央企业的 22
个项目签约。 据记者了解，此次签约共涉
及约 28.8 万千瓦光伏发电和风电项目的
智慧运维服务。

1 月 10 日，国家电网与国家电投进行
生物质发电项目管理权交接。 国能生物发
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生物”）部
分股权由国家电网划转至国家电投，国家
电投成为国能生物控股股东。

1 月 14 日，三峡集团与中交集团举行
水利电力建设资源专业化整合项目签约仪
式。 三峡集团所属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水电公司”）整体划转至
中交集团。 据记者了解， 中水电公司于
2009 年重组进入三峡集团，专注国际工程
承包业务。 重组以来，中水电公司累计新
签国际合同额 985 亿元，利润总额从 2009
年的 0.42 亿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8 亿元，
增长 18 倍， 资产总额从 80 亿元增加到
221 亿元，增长 1.8 倍。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召开的中央企
业负责人会议，2023 年， 央企的工作重点
之一就是着眼加快实现产业体系升级发
展， 深入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
整，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
共服务等功能，加快培育现代产业链链长，
积极开拓新领域新赛道，培育壮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发挥
领头羊作用。

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
究总监周丽莎表示，此番央企的专业化整
合将发力点集中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领

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上。 “当前，能源行业
一方面肩负着安全保供重任，另一方面又
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恰恰切中
了央企专业化整合的产业方向。 ”

统筹事关国家战略的重要行业，
核心意义在于提升企业的运作效率

记者注意到，在具体整合方式上，上述
国家电网与国家电投、三峡集团与中交集
团的整合均属行政划转方式。

“以行政划拨的方式在中央企业间进
行资源再配置，可以有效避免多方面的阻
碍因素，使资源得以高效调配。 资源重新
配置的核心意义在于提升企业的运作效
率， 这也是采取非市场化方式整合后需要
格外重视的问题。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原研究员许保利也指
出，与市场化的整合方式相比，非市场化的
交易往往让企业在付出极少成本甚至零成
本的情况下就获得了相应资源。 “就好像
是花钱买东西，既然付了钱，我就要算算
账，要怎么样物有所值；但如果是没花钱直
接送的，可能动力就会略显不足，账就算得

没那么精细。 通过行政划拨进行的专业化
整合，就要更加注重调动的企业积极性，提
升后续资源运行的效率。 ”

对此，周丽莎表示，按照我国相关政策
要求， 采取非市场化方式进行整合的双方
必须都是国有独资或全资企业。 其主要目
标之一是为了统筹事关国家战略、 社会责
任的重要行业。

以国家电网和国家电投此次在生物质
发电领域的整合为例，周丽莎表示，生物质
发电行业的许多项目运行成本较高、 投资
周期较长， 但生物质能是绿色的可再生能
源，生物质发电又牵涉到民生、环保，不能
单纯考量投资收益的市场化指标。所以，才
会采取比较特殊的非市场化方式进行整
合。国家电网董事长、党组书记辛保安也表
示，推动国能生物重组进入国家电投，对于
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 更好地发挥国有
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整合进程有望提速，
多方面深度融合并非朝夕之功

中泰证券分析师耿鹏智分析指出，

2023 年开年以来，央企间专业化整合项目
迅速签约落地，后续央企专业化整合、重组
进程有望进一步提速。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
伯强对记者表示， 中央企业在国务院国资
委统一管理下， 可以更高效地实现人才和
资源的灵活整合与划分。 而专业化的整合
往往需要建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之上，资
源统一划拨后， 更要提升企业的专业化经
营和管理能力， 最大限度地减少整合后的
不确定性因素。“央国企的资源整合是出于
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是企业不断进行的
动态调整表现， 但是当下的整合规模还有
待提升。 ”

“‘整’只是过程，‘合’才是关键。 以中
国华能此次与 13 家央企在光伏、风电智慧
运维服务领域的整合为例， 中国华能作为
产业链链长企业， 要统筹起 14 家企业的
‘合’。 ”周丽莎强调，在完成资产归属的变
更后，企业的综合管控、人才队伍建设、岗
位设置、 薪资体系以及企业文化的深度融
合等方面都将面临新一轮的调整优化。“这
是央企专业化整合的必经之路， 并非一朝
一夕之功。 ”

本报讯 记者卢奇秀报道 1 月 28 日，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 2022 年 1—12
月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简况。 数据显示，去
年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市
场交易电量 52543.4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39%，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60.8%，同比
提高 15.4 个百分点。 其中，全国电力市场
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41407.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6.2%。

2022 年 12 月， 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
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4817.7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7.9%。 省内交易电量合计为
3793.5 亿千瓦时 ， 其中电力直接交易
3628.6 亿千瓦时（含绿电交易 28.4 亿千瓦

时、电网代理购电 872.9 亿千瓦时）、发电
权交易 150.9 亿千瓦时、 抽水电量交易 4
亿千瓦时、其他交易 9.9 亿千瓦时。 省间交
易电量合计为 1024.2 亿千瓦时，其中省间
电力直接交易 102.7 亿千瓦时、 省间外送
交易 911.5 亿千瓦时、发电权交易 10 亿千
瓦时。

2022 年 1—12 月，省内交易电量合计
为 42181.3 亿千瓦时， 其中电力直接交易
40141 亿千瓦时（含绿电交易 227.8 亿千瓦
时、电网代理购电 8086.2 亿千瓦时）、发电
权交易 1908.4 亿千瓦时、 抽水电量交易
9.6 亿千瓦时、 其他交易 122.4 亿千瓦时。
省间交易电量合计为 10362.1 亿千瓦时，

其中省间电力直接交易 1266.7 亿千瓦时、
省间外送交易 8999.8 亿千瓦时、发电权交
易 95.7 亿千瓦时。

2022 年 1—12 月，国家电网区域各电
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41618.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2.7%，占该
区域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60.8%， 其中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完成省间交易电量
合计为 9609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0.6%；
南方电网区域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
成市场交易电量 8536.3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27.4%， 占该区域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
为 58.3%， 其中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完
成省间交易电量合计为 753.1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7.6%； 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累
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2388.9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24.9%，占该区域全社会用电
量的比重为 71.9%。

电力中长期交易是电力安全稳定运行
的重要保障。 具体来看，2022 年 12 月，全
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
为 3731.4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7.5%。 其
中，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含绿电、电网代购）
电量合计为 3628.6 亿千瓦时，省间电力直
接交易 （外受） 电量合计为 102.7 亿千瓦
时。 2022 年 1—12 月，全国电力市场中长
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41407.5 亿千
瓦时，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含绿电、电网代

购）电量合计为 40141 亿千瓦时，省间电力
直接交易（外受）电量合计为 1266.5 亿千
瓦时。

2022 年 1—12 月，国家电网区域中长
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31995.3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38.5%；南方电网区域中长
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7367.5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28.3%；蒙西电网区域中长
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2044.7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31%。

电力市场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
支撑。 自 2015 年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以
来，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稳步有序推进，取得
显著成效。为确保能源电力安全保供，结合
电力供需形势和行业发展趋势， 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会建议， 进一步完善电力交易机
制和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加快推进适应能
源结构转型的电力市场建设， 建立适应新
能源特性的市场交易机制和合约调整机
制。持续完善绿色电力交易机制，常态化开
展绿电、绿证交易，充分发挥电力市场对新
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支撑作用。 分阶段推动
跨省跨区输电价格由单一制电量电价逐步
向容量电价和电量电价的两部制电价过
渡，降低跨省跨区交易的价格壁垒。完善峰
谷分时电价政策，适度拉大峰谷价差，通过
价格信号引导储能、 虚拟电厂等新兴主体
发挥调节性作用。

重大能源工程建设
春节“不打烊”

本报讯 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稳定
供应，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多项重大能
源工程加快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强劲动能。

为了向地下万米深井冲刺，春节假
期里， 新疆富满油田加速推进试验工
程。 目前，我国万米特深油气钻探还是
空白，这项工程将破解超高温、超高压、
高含硫等多项技术难题。

在海上，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
田———“深海一号” 二期工程春节假期
里也在加紧向 5000 米的海底深处挺
进。 今年，我国将保持重点盆地和海域
的油气稳产增产，加快非常规油气快速
上产， 预计全年原油产量将达到 2.05
亿吨、天然气增产 60 亿立方米以上，保
障我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春节假期里，在传统能源加快开发
的同时，清洁能源建设更是突飞猛进。

在广东，建设中的两台“华龙一号”
核电机组每台年发电量可达近 100 亿
度，建成后将为大湾区提供更加清洁稳
定的电能。 目前，国内有 9 台“华龙一
号”机组在广西、福建等地同步建设。

位于山东荣成的“国和一号”示范
工程， 是我国 16 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之一，这里将建起我国自主设计的单机
容量最大的核电机组。 目前，项目安全
质量总体可控在控，工程建设按计划有
序推进， 关键路径符合里程碑计划要
求。 在春节万家团圆之时，“国和一号”
的建设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建设者们选
择了坚守岗位， 确保现场安全质量，有
序推进工程进度。

在海拔 3300 米的青海玛尔挡水电
站，运输车辆往返穿梭，高架塔吊巨臂
挥舞，3600 多名建设者放弃与家人团
聚的机会，克服高寒缺氧、人员设备降
效等困难，坚守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工程
建设一线， 全力推进关键项目施工，工
程建设安全有序。 目前， 大坝填筑至
3251 米高程， 地下厂房机电安装工程
1# 机组、5# 机组蜗壳全部安装完成，
4# 机组座环吊装成功， 其他作业面正
扎实有序推进。

青海玛尔挡水电站是国家重点能
源项目，位于青海省果洛州同德县与玛
沁县交界处的黄河干流上，是黄河流域
在建海拔最高、 装机规模最大的水电
站，也是国家西电东送骨干电源点。

世界最大、海拔最高的水光互补电
站———雅砻江柯拉电站施工面积相当
于 2000 个足球场， 光伏支架用钢量近
5 万吨， 相当于在 4000 多米的高海拔
地区再造一座“鸟巢”体育场。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预测，2023 年
风电、 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将达到 9.2
亿千瓦左右，新增 1.6 亿千瓦以上。 随
着这些重大能源工程的陆续建成，势必
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绿色
电能。 （宗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