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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力生产
和消费国，非常重视调结构。 传统电力
系统正向着清洁低碳 、安全可控 、灵活
高效 、开放互动 、智能友好的新型电力
系统演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不断提
高对 传 统 燃 煤 发 电 提 出 一 系 列 新 挑
战。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潘
荔在近日召开的“电力建设绿色低碳发
展论坛”上表示。

业内人士认为， 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过程中，我国煤电低碳转型特征越发显著，
在助力新能源发展中， 煤电要发挥托底保
障作用。

■■ 低碳转型空间大

潘荔指出，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火力
发电量增长了 27 倍。 “但从污染物排放总
量看，电力的烟尘排放量比峰值时下降了
97.5%， 二氧化硫排放量比峰值时下降了
96.5%，氮氧化物下降了 92.4%，废水排放
量也大幅度下降。 ”通过调整能源结构、降
低供电煤耗和线损等措施，我国电力碳排
放强度持续下降，结构调整的减排效果越
发明显。

据了解，通过节能降耗、热电联产等技

术改造， 我国在役火电机组能效水平不断
提升，新建煤电机组采取“高参数、大容量”
技术和设备， 优化了火电整体结构。 2022
年，6000 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平均供电煤
耗降至 301.5 克，达国际先进水平。

“但是，我国能源禀赋以煤为主，据相
关数据计算， 煤炭在我国化石能源总储量
中的占比达 90%。 ”潘荔分析道，与此同时，
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具有随机性、
间歇性、波动性，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实
现大规模存储，而且，其调频、调压能力不
足， 为电力系统平衡调节和安全运行带来
重大挑战。实现高比例新能源消纳，需大幅

提升系统调节能力和电力供需交互响应水
平。 但随着风电、 光伏建设成本的显著下
降，电网、煤电、储能为新能源提供辅助服
务的成本显著提升。

潘荔建议：“应加快推进煤电由主体性
电源向提供可靠容量、 调峰调频等辅助服
务的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转型，
统筹电力保供与减污降碳， 根据发展需要
合理建设先进煤电， 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
行所需的合理裕度。 ”

■■ 仍需发挥补足电力缺口作用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原院长、 高级顾问
谢秋野在近日召开的 “电力建设科技创新
论坛” 上表示， 能源转型要立足国情，“富
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在今后
一定时期内， 煤炭还将是我国能源供应的
压舱石， 煤电在能源系统中依然会作为基
础保障，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体来说，
煤电在低碳转型过程中要当好 “备胎”，把
新能源“扶上马送一程”。

“煤电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中的新使
命，就是其新定位和新功能。 ”谢秋野指出，
未来， 新能源电力系统主要以交流系统为
主， 转动惯量必不可少。 随着新能源的接
入， 煤电在提供转动惯量中的作用非常重
要。 “煤电是提供调峰等辅助服务的调节性
电源，具有一次能源可储、二次能源可调的
特性。对电力系统来讲，煤电意味着顶峰顶
得上、低谷压得下的灵活特征。 ”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场研
究所所长陈皓勇认为，近年来，新能源高比

例并网、煤电顶牛升级、极端天气频现等均
增加了电力供应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我
国煤电装机一直呈产能过剩状态， 煤电利
用小时数长期徘徊在 4000 小时左右。 从电
力安全角度讲， 煤电正从主力电源向支撑
性、调节性电源转变。在新能源快速增长的
背景下，仍需煤电补足电力缺口。

■■ 转型中还面临诸多难题

目前，煤电低碳转型面临诸多挑战，例
如，煤价高企，发电成本增加；煤电企业大
面积亏损，经营难以为继；煤电电量成本优
势逐步下降，利用小时数持续走低；灵活性
改造相关政策不及预期等。

在谢秋野看来， 能源转型要先立后
破，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的基础
上，推动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逐步退
出或减量替代。 煤炭在一定时期内，仍将
是电力系统的基础保障。2030-2045 年，煤
电将继续担负基础保供和系统调节责任。
“在这期间， 系统调节作用会大于基础保
供作用， 因为随着新能源和储能的发展，
煤电的调节功能会更重要。 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后，煤电将基本以系统调节和应
急备用为主。 ”

针对目前煤电低碳转型面临的难题，
谢秋野建议，一要建立容量补偿机制，使煤
电企业的收入逐渐从当前的以电量收益为
主，过渡到“电量+辅助服务+容量服务”三
重收益。二要建立灵活调节容量市场，体现
出电力系统对煤电灵活调节的市场价值，
使煤电的电量和电价相匹配。

听听三三位位专专家家谈谈煤煤电电低低碳碳转转型型——————

新新使使命命 新新定定位位 新新功功能能
■■本报记者 苏南 实习记者 杨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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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20kV
及以下配电网工程定额和费用计算规定 （2022
年版）》（以下简称 “新版规定”）， 对 20kV 及以
下配电网工程的术语描述、 费用项目等进行了
调整和创新。 与会人士一致认为，新版规定将为
高质量建设现代智慧配电网、实现 “双碳 ”目标
作出新贡献。

■■ 工程定额推动配电网发展

配电网作为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覆盖城乡区
域、连接千家万户，是电力供应的“最后一公里”。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行业管理处副处长孙鹤指
出，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
求配电网更加坚强可靠。 “因此，必须持续加强配电
网建设，增强供电可靠性和充裕性，提升供电服务
水平，实现配电网络双向通信目标，这也要求配电
网具备更强承载力。 ”孙鹤进一步分析，在新型电力
系统中，配电网必须更加智慧、灵活，以适应大规模
分布式新能源接入需要，进一步提升电力系统调节
能力；同时，要适应电动汽车、新型储能、微电网等
新业态、新模式的广泛接入，逐步由单向无源网络
向供需互通的有源网络演变。

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捋顺电力工程定额与造价
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分布式智能电网的快速发展，
新能源、新负荷、新技术不断涌现，配电网工程的投
资建设规模日益增长，给配电网建设和管理带来新
的挑战和机遇，必须强化工程造价管理，提高精准
投资水平，加快推动配电网高质量发展。 ”国家电网

公司设备部副主任吕军说。

■■ 新版规定创新颇多

据了解，配电网工程计价依据等内容的编制始于
2008 年。 “15 年来，工程造价管理制度标准、计价
手段和方法、计价依据体系等不断完善，对配电
网工程造价管理及配电网工程投资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监事长潘跃龙说。

近年来，配电网工程在电网工程中的占比日
益增加， 造价管控和经营管理难度也逐步提高。
南方电网公司输配电部项目管理与技术经济处
经理潘定才认为，新版规定增加的相关内容对建
设安全可靠、绿色智能的现代化配电网提供了有
力支撑。

具体看来，在术语方面，新版规定新增了建设
预算文件、水土保持补偿费、拆除物返、库运输费、
电力造价专业人员、项目集、分布式光伏等 10 余项
内容。

同时，新版规定对费用项目内容也作了一些调
整。 例如，在线路通道清理及补偿费中增加了“配电
线路钻(跨)越相关设施发生的补偿费用”，在工程建
设检测费中补充了 “环境监测及环境保护验收费、
水土保持监测及验收费”。

关于费用项目计算方式及费率的变化，电力工
程造价与定额管理总站副总经济师卢玉分析，新版
规定将建筑安装工程的取费基数调整为 “人工费+
机械费”， 并按照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最新文件要
求，提高了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且分地区给出了

不同的费率和调整方法。 此外，出于满足地下管线
勘测等工作的需要，在勘察费中分别给出了一般勘
察费与专项勘察费的计算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 新版规定在建设预算费用性
质中，新增了分布式光伏工程费用，同时结合定
额变化，细化了各类工程费用性质、材料与设备
划分。

■■ 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潘跃龙认为，配电网工程定额需在实践中逐步
完善。 “定额的实用性决定了其生命力。 ”

孙鹤建议不断增强配电网工程造价与定额管
理创新发展能力，支撑配电网文化建设。 “要紧密
结合当前条件发展新业态，持续完善配电网工程
计价定额和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并定期对配电网
工程定额和费用计算规定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和
跟踪评估，不断进行改革。 ”在他看来，支撑企业
合理有效确定工程投资，还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
向，以市场价格信号作为计价基础，建立与市场
相适应的电力定额体系，促进形成健康良性的市
场竞争环境。

此外，在合理评价工程技术经济指标水平、实现
工程造价可控方面，内蒙古电力公司工程建设部副
部长王爱民认为，主要是加强造价管理在线编辑功
能应用与数据采集，逐步实现全过程造价成果电子
档案归档。 “打造配电网工程定额管理专业交流平
台，针对造价管理的热点、难点开展专题研究，推进
造价管理稳步提升。 ”

关关注注

天天津津 LLNNGG 接接收收站站为为迎迎峰峰度度夏夏““蓄蓄能能””

资资料料图图

配电网升级再获支撑

《20kV 及以下配电网工程定额和费用计算规定（2022 年版）》发布
■■本报记者 杨晓冉

世界首座 500 千伏
交流海上升压站完成安装

本报讯 6 月 27 日上午7 时许， 广东粤电阳江海上
风电有限公司青洲一、二海上风电项目海上升压站上部
组块与海上导管架精准完成对接，标志着该项目海上升
压站顺利完成安装，这是世界首座 500kV 交流海上升压
站，重量约 6382 吨，属当前国内单体最大、重量最重的海
上升压站，对推动我国海上风电行业技术进步具有积极
影响。

据介绍，青洲一、二项目海上升压站自 2022 年 6 月
9 日钢结构下料开工，2023 年 2 月 14 日大合拢，6 月 16
日从江苏靖江发运，6 月 27 日完成安装， 从开工到完成
安装历时 383 天。 该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采用整体式布
置，采用桁架式甲板结构型式，分三层布置，由电气、通
讯、暖通、消防等系统组成，其尺寸相当于近 7 个标准篮
球场大小。

据了解，青洲一、二项目场址位于阳江市阳西县南
侧海域，场址水深 35-43 米，项目规划装机容量 100 万
千瓦， 布置 92 台抗台风型 MySE11-230 海上风力发电
机组，配套建设 1 座 500kV 海上升压站和 1 座陆上集控
中心。 （周睿）

前 5 月全国煤炭采选业
营业成本同比下降 4.3%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 6 月 28 日发布消息称，2023
年 1-5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1.39 万亿
元，同比增长 0.1%。采矿业营业收入 25292.2 亿元，同比
下降 7.2%。 其中，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营业收入
15096.8 亿元，同比下降 9.1%；营业成本为 9410.6 亿元，
同比下降 4.3%。

1-5 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6688.9 亿元， 同比下降 18.8%。 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5919.3 亿元，同比下降 16.2%。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实现利润总额 3658.0 亿元，同比下降 18.7%。

此外，1-5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生营业成本
43.83 万亿元，增长 1.2%。采矿业营业成本 15953.4 亿元，
同比下降 2.9%。 （宗和）

国内首颗矿业专用卫星
“矿大南湖号”7 月发射升空

本报讯 6 月 25 日，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智慧矿业
创新集群（以下简称“智慧矿业创新集群”）、四象科技在
北京举行“矿大南湖号”合成孔径雷达(SAR)遥感卫星出
厂评审会，来自全国各大相关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家在
听取了研制报告后，一致认为卫星各项功能和性能指标
满足设计要求，具备出厂条件。

“矿大南湖号”预计 7 月 23 日由长征系列火箭以一
箭四星的形式发射，届时可为中国乃至世界矿业发展提
供可靠的遥感数据支撑，赋能智慧矿山建设，驱动我国
采矿行业高质量智能化发展。

AS-01 星“矿大南湖号”是我国第一颗矿业专用卫
星，由中国矿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徐工集团牵头组
织，智慧矿业创新集群组织相关企业充分调研、自主设
计、严格论证的 X 波段太阳同步 SAR 卫星，是国内领先
的高分辨率、轻量化、全天候遥感信息卫星。 其发射升空
将标志着智慧矿业领域“空天地模式”启动，有望成为智
慧矿山领域划时代的突破性成果。

依托专用卫星资源，智慧矿业创新集群将同时建设
全球矿业资源能源数据库。 基于三维数字地球平台，融
汇空天地理大数据、矿业资源大数据、矿业产业链企业
大数据等数据资源，构建空天地立体化感知网，打造全
国煤炭、金属、建材等各类型矿区点位分布一张图，建立
矿业创新链企业一张图。 面向矿区管理单位、矿区经营
单位、矿山产业链高新技术企业等机构，挖掘矿业大数
据管理和应用，带动智慧矿业数字化发展。 （徐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