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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码码电电源源电电网网建建设设，，四四川川力力破破缺缺电电之之困困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朱朱妍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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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位于浙江苍南的
华 龙 一 号 批 量 化 建 设 项
目———中广核三澳核电一期
工程设计基本完成，设备采购
完成 99%，工程建设进入高
峰期。

1 号机组于 2022 年 5 月
底实现核岛安装开工，11 月
3 日完成核岛穹顶吊装 ，从
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
安装阶段。 2 号机组常规岛、
泵站均已正式开工， 核岛钢
衬里筒体 5 层焊接完成 ，当
前正在进行内壳 5 层、 外壳
2 层及廊道施工。 图为一期
工程施工现场。 三澳核电/图

浙浙江江三三澳澳核核电电一一期期进进入入建建设设高高峰峰期期

记者近日获悉，我国西南地区首个特
高压交流工程———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
（甘孜-天府南-成都东、 天府南-铜梁
1000 千伏交流工程） 目前正加紧推进，将
于 2 月 9 日开启节后全面复工。作为构建
西南特高压交流骨干网架的起步工程，其
连接四川、 重庆电源和负荷中心， 计划
2025 年夏季高峰前投运。

值得注意的是， 该工程也是继 2022
年夏季川渝地区经历限电考验后， 四川
提前实施的电源电网重点项目， 对保障
区域能源安全意义重大。“我们的目标是
变坏事为好事， 确保未来几十年四川不
再有这样的缺电之痛。 ” 四川省省长黄
强日前在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表示，针对短板，四川已重
新编制电源电网规划， 谋划了超过 7600
亿元的电源电网项目，加快构建全省更加
安全可靠的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短板暴露

欲从根本上解决用电之困，先要抓住
核心痛点。 客观来看，2022 年夏季最高气
温、最少来水及最大用电负荷共同导致电
力供应形势严峻，背后实则暴露出四川电
力系统存在的短板弱项。

“当时，四川天然来水日发电量由同期
约 9 亿千瓦时降至 4.5 亿千瓦时， 发电能
力近乎腰斩，全省供电支撑能力大幅下降。
即便如此，四川仍需向外输送水电。 作为
‘西电东送’工程重要输出端，四川的大型
水电站均由国家统筹安排开发和消纳，并
非四川优先消纳、多余电量外送。 ”重庆社
会科学院副院长王胜认为，危机拉响了四
川能源供给单一且应急储备不足的警报。

王胜举例，四川 6000 万千瓦及以上水
电设备容量占全省发电设备容量的
77.8%，火电设备容量仅占约 15%。 装机结
构比例失衡， 造成发电结构受水电影响较
大。 “水电减、火电凑。 比如 8 月 13 日四川
连夜从外省屯煤 215 万吨， 几乎是往年同
期的 2 倍， 但电荒储煤又导致电煤及运输
费用大涨，与基准电价倒挂。 ”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董事长谭洪恩
注意到了局部供应缺口。“近年来，城市中
心区域负荷增速远高于电网建设速度，在
供电高峰时期局部设备重过载、供应硬缺
口等问题较为突出。 去年度夏期间，全省
110 千伏及以上主变重过载 776 台，配变
重过载共计 15485 台，10 千伏重过载线路
1980 条；成都、天府、眉山等六个地区电
网，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部硬缺口，其中大
成都电网平均缺口约 270 万千瓦，眉山、遂
宁、内江、泸州等合计 75 万千瓦。 ”

另据了解， 四川本地电网还存在互联
互济能力不足。 比如，金沙江、雅砻江水电
基地远离负荷中心， 向省内负荷中心送电
需通过攀西断面， 而后者输电能力仅为
850 万千瓦，即便满负荷运转，也无法将下
网电量全部送达。

■■■■加快建设重点电力工程

为填补缺口， 四川将多个重点电力项
目提上日程。黄强介绍，除川渝特高压交流
工程外， 四川还开建了雅砻江两河口混合
式抽水蓄能项目、 世界最大水光互补项目
柯拉光伏电站，抓紧推进全国最大的“水资
源配置+抽水蓄能+新能源开发”三结合等
项目。 根据工作安排，四川将加快《四川省
电源电网发展规划（2022-2025 年）》落地，

用好电力建设利益补偿和激励政策，大力
推进水风光重大能源项目建设，比例化统
筹配置新型储能，力争今年电力装机规模
达到 1.3 亿千瓦。

谭洪恩透露， 下一步将加速推动金
上-湖北特高压直流和阿坝-成都东特高
压工程， 实现四川电网提档升级。 “‘十四
五’期间，全省电网发展规划投资预计将达
1800 亿元，建设 500 千伏及以上电网工程
87 项，构建三送端（阿坝、甘孜、攀西）三受
端（川北、成都、川南）特高压交流通省内、
八直十交联省外的电网格局， 建设成都负
荷中心和川南片区两个立体双环网， 满足
我省未来约 2.5 亿千瓦清洁能源送出消
纳、1.4 亿千瓦用电需求，并将大水电留川、
省外来电能力分别提升 770 万千瓦、2400
万千瓦。 简而言之， 就是要构建一条上得
去、送得出、进得来、接得住、下得了、用得
上的坚强电网。 ”

有四川当地人士也告诉记者， 综合研
判显示，2025 年四川最大用电负荷或超
8900 万千瓦，较 2020 年增长 10.5%；全社
会用电量预计为 4870 亿千瓦时，年均增速
达到 10.4%。 “为此，全省需建成具备较强
抗风险能力的电力系统。 水电、火电、风电
及光伏发电占比 ， 规划从目前 77.8%、
15.9% 、4.6%和 1.7% ， 调整为 2025 年的
64.1%、16.6%、6.0%和 13.3%，进一步增强电
源多能互补、水火互济能力。 ”

■■■■布局储能或解短时困难

项目建设尚需周期，在其投运之前，四
川如何避免再陷入短时困境？

“事实上，不能苛求电力系统可以扛住
几十年一遇的天灾，如果扛得住，说明很多

设备几十年才用上一次，这是非常昂贵的，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 我们应该
做到的是， 即便在缺电情况下也可以保住
民生供电。 ”电力行业专家陈愚直言。

谭洪恩也表示， 这两年电力保供仍面
临严峻形式。一方面，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
增加，必将带来更多调节需求。 另一方面，
四川用电负荷峰谷差逐年增加，2022 年已
占最大用电负荷的 28%， 真正具有主动调
节能力的用电负荷占比却不足 1%，较中东
部省份 5%的比重有较大差距，主动调节能
力明显不足。

谭洪恩提出， 当前应加快推进各类储
能设施建设，为电网提供应对极端气候、中
长期电力缺额的跨季储能能力。“新型储能
具有响应快、 配置灵活、 建设周期短等优
势，可在源网荷三侧广泛快速应用。 其中，
电源侧配置新型储能将增强新能源出力的
确定性， 提升新能源消纳利用水平及顶峰
兜底能力， 电网侧关键节点配置新型储能
可以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 用电负荷侧配
置新型储能则发挥削峰填谷等综合作用。”

“电力系统需要年度、季度、月度、日、
旋转备用等多维度的调节， 而目前的储能
调节能力也就几个小时，只是小时级、不完
全日调节备用， 因此还需配套长周期储能
技术。 ”陈愚强调。

王胜提醒，安全可控不止是能源供给，
还有能源设施、应急防范等方面。 “基础设
施上，加强新材料、新技术成熟运用，包括
布局规划、智慧管理、联防联控机制及风险
隐患治理等。 网络设施上，能源安全防护
体系更完善， 网络安全监测防范技术成
熟。 智慧技术成熟运用于隐患排查治理
中，自然灾害、极端天气预测和防护能力
显著提升，能源应急防护体系逐步成熟。 ”

大秦铁路今年
已运煤超 3000 万吨

本报讯 中国铁路太原局日前称，今
年该局充分发挥大秦铁路能源通道作用，
优先保障电煤运输，提高电煤装车比重，1
月份以来(截至 1 月 26 日 )，全线煤炭运
量突破 3000 万吨，同比增长 5.5%。

目前， 大秦铁路对口供应的秦皇岛
港、唐山港、曹妃甸港存煤量保持在 2300
万吨以上，同比增长 800 余万吨。

为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温馨过节，中
国铁路太原局春节前对煤矿生产量、电厂
耗煤量全面对接掌握， 提前做好装车预
案，确保货源充足；紧盯主要装车站和卸
车站，提高取送车效率，对电煤运输需求
充分满足、应装尽装。在运输组织方面，科
学压缩重载列车发车间隔，尽力组织同一
到站和方向的高质量列车，不断提高列车
开行效率。

2022 年，大秦铁路煤炭运输量 3.968
亿吨，低于最初目标 4.3 亿吨。 随着国内
全面放开疫情管控措施，经济加速复苏将
带动煤炭消费量回升，今年大秦线煤炭运
输量将有望增加。 （央讯）

2022 年宁夏规模以上
工业原煤产量增长 8.4%

本报讯 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局日前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 宁夏规模以上
工业原煤产量 9355.37 万吨， 同比增长
8.4%。 其中，一般烟煤 8730.79 万吨，增长
8.2%；炼焦烟煤 523.07 万吨，增长 18.2%；
无烟煤 101.51 万吨，下降 15.4%。

截至 2022年 12月末，宁夏全区原煤生
产库存 223.32万吨，库存周转天数为 10天。

电力生产方面，2022 年， 宁夏工业发
电量 2234.2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3%。其
中， 火力发电量 1720.37 亿千瓦时， 增长
7.7%；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 513.90 亿千瓦时，增长 6.0%。

油品生产方面，2022 年， 宁夏规模以
上工业原油产量 130.71 万吨， 同比下降
3.4%， 但原油和汽柴油加工量均保持增
长，其中，原油加工量 458.32 万吨，增长
3.0%；汽油产量 215.49 万吨，增长 6.2%；柴
油产量 250.03 万吨，增长 15.1%。 （宁希）

鄂西煤炭储运基地
二期工程投用

本报讯 位于枝江姚家港的鄂西煤
炭储运基地二期工程日前投入使用。 该
基地年煤炭处理能力达到 1000 万吨，采
用防风抑尘网全封闭， 形成 “公路+铁
路+水运+全封闭管带运输”多式联运立
体运输交通体系。

鄂西煤炭储运基地是湖北省最大的
现代化煤炭集散“内陆港”之一，该基地
位于宜昌枝江姚家港国家循环经济示范
园区， 装有防风抑尘网， 通过管带机廊
道将煤炭输送至园区，实现了“用煤不见
煤、煤块归入仓”。

2022 年 8 月 3 日，鄂西煤炭储运基地
一期工程就已竣工投入使用。

据了解，姚家港煤炭专用码头项目项
目占地近 200 亩， 于 2019 年 4 月开建，
新建 3000 吨级 (兼顾 5000 吨级 )煤炭专
用泊位两个， 配套建设条形煤场、 缓冲
配煤筒仓、 输煤转运以及相关附属系
统。 设计静态储煤量 61 万吨，年处理煤
炭能力达 600 万吨。 (鄂讯)

当前国际能源供需形势严峻复杂 ，
能源供应持续紧张、价格大幅波动，我国
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国内能源供应
必然受到国际能源供需变化和价格波动
的影响，保供难度和压力明显增加。 具体
而言，我国能源保供面临哪些挑战？ 在能
源保供行动中， 是否有必要建立轻重缓
急的优先保供顺序？ 围绕这些问题，记者
日前专访了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教授袁家海。

■■认清短期和长期矛盾

中国能源报：展望 2023 年和今后一段
时期， 能源保供稳价面临哪些新任务和新
挑战？ 哪些挑战是短期情况，哪些挑战将长
期存在？

袁家海： 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低碳转型
战略的过程中， 能源供应安全始终是重中
之重， 尤其是全球油气地缘政治危机和我
国近年出现的缺煤缺电事件， 将能源保供
稳价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新高度。

短期内， 我国能源电力安全保供的挑
战主要是季节性、 区域性供应不足风险加
剧，稳价难度加大。能源流通的各环节之间
存在滞后性，难以实现“即需即产、即产即
用”，事先预测也只能作为下一阶段能源工
作的指导参考， 不能避免能源供需矛盾的
重复出现。电能可以实现“即发即用”，但由
于燃料供应不足、可再生能源靠天吃饭，仍
会出现短时电力短缺情况。 长期来看，能
源电力低碳转型的压力不减，内外部环境
的变化将使转型过程中各种“阵痛”频繁
出现。 尽管如此，我国仍要坚定绿色低碳
转型的决心， 制定经济可负担的转型规
划，稳步推进清洁能源安全替代。

中国能源报： 我国能源保供具有哪些
特征？ 针对近年来多地出现的电力供应吃

紧，甚至拉闸限电情况，您认为是否有必要
建立轻重缓急的优先保供顺序？ 哪些区域、
行业、企业是保供工作的重点？

袁家海：我国能源保供形势十分复杂，
呈现区域性、季节性、资源性多重特征，需
要多方协同发力做好保供工作。 冬季北方
地区供暖需要消耗大量煤炭、 燃气和电
力，夏季全国大部分地区消暑降温会抬升
用电负荷，枯水期西南地区水电发电能力
大减，东部负荷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而
本地资源供应不足，都需要针对性地开展
能源保供工作。 在清洁电力替代程度有
限、新能源发电不可控的情况下，煤炭、煤
电行业仍需发挥保供压舱石作用。 加大能
源保供力度，煤、油、气、电要多管齐下，疏
通各类能源品种的产运储销用环节，保质、
保量、保价，保障社会生产生活用能的充足
性、清洁性和可负担性。

能源电力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
业。 与国外不同，我国制定了有序用能、
有序用电方针，采取错峰、避峰措施缓解
时段性的用能用电紧张问题， 当供应严
重短缺时，会优先保障公用事业、安全生
产、居民生活的用电，而高耗能行业、可
错峰生产的企业、景观照明要让电于民，
维持社会生产生活有序进行。 未来新型
电力系统电力电量平衡概率化特征将更
为显著，100%负荷保障的代价巨大，需要
在现有有序用电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优
化保供秩序， 权衡电力资源投资和社会

经济损失来灵活调整保供优先级。

■■发挥价格的调节作用

中国能源报：在能源保供行动中，如何
发挥出价格的调节作用？

袁家海：能源不仅具有商品属性，还具
有重要的社会属性，尤其是在后疫情时期
经济恢复对价格波动较为敏感，保供稳价
成为当前经济政策的重点。 但过于强调能
源的社会属性，单向控价可能会反向加重
保供负担，因为廉价的能源成本难以反映
能源供应的资源稀缺性， 助长不合理消
费，进一步加大保供压力。

合理的价格波动可以抑制能源消费冲
动，降低保供压力。 以电力行业为例，市场
化电价会随着电力供需状况波动， 同时对
非市场化用户采取峰谷分时电价制度，用
电高峰时段电价上涨、 用电低谷时段电价
下降，以反映电能在不同时段的供应价值，
并引导用户削峰填谷、节约用能，保障电力
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发挥价格对能源保供调节作用要注意
三点：一是尊重客观事实，能源保供难度提
升必然会导致能源价格的上涨， 但要将能
源成本控制在社会经济可负担范围内；二
是价格信号要反映能源电力供需状况，以
经济激励的方式调动供需双方参与能源电
力保供的积极性； 三是不同能源品种之间
的价格机制要衔接有序，尤其是煤、电、新

能源的价格关系， 通过合理的资源竞争性
定价来推进能源安全供应和稳步替代。

中国能源报：如何稳定能源价格，避免
大幅波动？

袁家海：稳定能源价格要做好三方面
工作：一是提升煤、油、气、电生产供应的
可靠能力，提前做好季节性、区域性能源
供应计划方案，避免大范围、大批量的能
源短缺；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
削减不合理用能消费，指导企业合理安排
生产计划，加强廉价清洁能源可靠供应技
术和机制的创新探索， 平抑能源价格上
涨趋势； 三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紧密
结合，做好能源价格监管、市场化疏导工
作，为能源流通创造良性环境。

■■多管齐下打好“组合拳”

中国能源报：针对我国能源供应特征，
如何进一步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袁家海： 传统能源要强化资源的国产
自主化、区域协同化和储备常态化，加强
优质煤炭产能供应的同时继续深挖清洁
高效利用潜力。 提升国内油气资源供应保
障能力以降低海外油气供给风险，疏通能
源输送通道实现资源跨区域高效调度，建
立季节性煤油气储备工作机制以度过用
能高峰，做好能源价格、合同履约与终端
用能的监管工作维持市场稳定。

电力安全方面， 新能源跃升式发展和

季节性高峰负荷猛增对新型电力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提出更大挑战，短期内依靠煤电
扩张和转型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要全
面推进源网荷储协同的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 以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和资源充裕
度为导向， 在持续提升电源建设规模的
同时， 更加重视需求侧管理和区域电力
互济，实现节能节电、用电负荷优化、大
范围资源调度， 以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
力和资源开发建设压力。

中国能源报：在能源保供稳价行动中，
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将分别扮演何种角色，
发挥什么作用？ 各能源种类之间，央企与
民企如何有效组合 ，打出保供稳价的 “组
合拳”？

袁家海： 传统能源是我国能源保供稳
价的压舱石和主力军，煤炭、煤电稳则能源
保供稳价的“基本盘”稳；新能源发电在规
模化发展和配套机制的促进作用下已经
从过去的“垃圾电”成长为我国能源供应
体系的重要补充， 为我国持续提供清洁、
可再生的绿色电力。 我国正加快建设新型
电力系统，但是在实现“新能源+储能”友
好型能源供应的颠覆性体系之前，传统能
源和新能源要协同发展、合力保供。

央企是我国能源供应的主力军， 承担
了 90%以上的油气供应、60%以上的电力供
应、25%以上的煤炭供应， 在能源保供中肩
负重任；同时，能源民企也积极执行着能源
安全供应的社会职责，多点开花，服务终端
用能需求。央企要发挥自身体量大、资金雄
厚的优势， 做好核心的能源供应工作，稳
定化石燃料和电力市场的大局；民营企业
数量庞大、较为分散，可以借助政策和市
场红利，在新能源规模化开发、配售电业
务拓展、综合能源系统布局、储能商业化
等新兴赛道展现发展活力，积极探索多元
化的能源保供稳价措施。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

我国能源保供显出多个复杂特征
■■本报记者 卢奇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