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质量发展□ 主编：别凡  □ 版式：李立民

□ 电话：010-65369477 □2024年10月28日18

京津冀区域电力再生资源中心正式启用京津冀区域电力再生资源中心正式启用
预计年拆解废旧电力物资近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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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

10 月 24 日，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获悉，国家电
网公司首家废旧电力物资区域联合拆解中心——京
津冀区域电力再生资源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
河北廊坊正式投入运营，中心一期变压器和钢芯铝
绞线拆解生产线已投入运行。中心全部生产线全
面投运后，预计年拆解废旧电力物资 9689 吨，对于
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近日，中
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此前国务院印发了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全面实施回收循环利用行动，加快构建多层次、立体
化、高效率的资源回收再利用体系。

近年来，国家电网公司高度重视绿色低碳发展，
遵循“减存量、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理念，健
全退役资产专业“内循环”再利用机制，促进拆解再
生资源在产业链供应链“外循环”高效利用，推动构
建“高效化回收、高效率循环、高水平利用、高质量支
撑”的电网设备“双循环”利用体系。该公司按照“五
个紧紧围绕”要求，开展废旧物资绿色化处置，推进

“绿色拆解再循环”创新实践，推动健全废弃物循环
利用体系，因地制宜建设区域性绿色拆解分拣中心，
将导线、电缆、开关柜等电网报废物资逐步纳入拆解
范围，根据不同废旧物资的材料、结构和特性，以专
业环保方式开展拆卸，集中处理存在回流风险的报
废物资。

中心的建成投运是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的具体举措，是推动电力报废物资循环利用、变废
为宝、保值增值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技术创新和产
业升级的重要里程碑。该中心分两期推进建设，一期
占地 20 亩，建设变压器、线缆类拆解生产线，年可拆解

导线 5000 吨、电缆 300 吨、变压器 3000 台，已于今年 9
月底实现冀北区域实用化试运营，目前拆解业务逐步
拓展至京津及河北南网区域。二期项目占地 58 亩，原
有产能升级至年拆解线缆 12000 吨、变压器 7000 台，拓
展建设开关柜、电能表等拆解生产线，实现京津冀区
域电力废旧物资多品类、智能化、低碳化拆解处置。
该中心作为国家电网公司首家区域集中拆解中心，将
为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电力再生资源拆解提供重
要借鉴和示范。

中心的投运是服务京津冀协同、绿色发展的生
动实践。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廊坊是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区域，是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前沿。在廊坊建设区域性电
力资源再生中心，能够整合京津冀地区的电力资源，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减少重复建设对区域造成的环
境影响。对废旧电力资源的回收和再利用，避免了
资源不当处理带来的环境污染，再生过程中采用的
环保技术也能够减少能源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
放，符合绿色发展理念，为京津冀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作出贡献。

中心的投运是促进资源循环利用、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心旨在构建“收、运、储、
拆、拣、处”为一体的再生资源回收循环网络体系。通
过有效回收和利用废旧电力资源，能够减少对自然资
源的开采和消耗，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为企业和社会带来经济效益。中心既是国
家电网公司首家区域性电力资源再生中心，也是京津
冀地区首个电力资源再生中心，必将为区域能源协同
发展提供新的模式和经验。

中心的投运是承担央企社会责任、全力建设“无
废企业”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心建设运营单位，国网
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围绕“规范化、规模化、精细化”目
标，不断优化电网报废物资循环再利用流程，规范报

废物资处置全过程管理，从源头上杜绝废旧物资回流
电网和污染源的产生。通过对废旧变压器、开关柜、
电力电缆等电网报废退役物资进行拆解分拣，生产出
铜、铝、钢铁等各类再生资源物资，避免环境污染，解
决了电网环保难题，可实现电网报废物资处置的社
会、环境、经济效益“三赢”。

目前，国家电网公司已在山东、江苏、湖北、河南
等 10 个省份建成 14 个绿色拆解分拣中心，推动了传统

“整台”处置向“原材料”拆解处置转变，有效促进废旧
物资高效循环利用。近年来，国家电网公司全面深化

绿色现代数智供应链建设，持续加强电力废旧物资精
细化、绿色化、集约化处置，开展物资“收、储、运、管”
一体化闭环管控和全流程绿色运营，降低回流电网风
险，实现废旧物资绿色循环利用与价值创造“双提
升”。近三年来，国家电网公司建成统一回收商库，在
库回收商 1829 家。

国家电网公司将依托中心，推进区域再生资源循
环利用，充分延展电力报废物资处置链，更好支撑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更好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
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

本报讯 近日，南方电网公司 2024 年防冰
重大科技专项——“输电线路导线带电覆冰
物理模型及其扭转特性研究”正式启动。据
悉，该项目由南方电网贵州毕节供电局牵头，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负责技术指导，清华大
学提供技术支撑，是该局首个与行业顶尖机
构及国内顶尖高校三方合作研发科技项目。
该项目的实施也标志着毕节供电局科技研发
能力又迈上一个新台阶。

为了更好地研究导线在覆冰环境中的物
理行为，研发团队前往位于西安的中国飞机
强度研究所商讨项目实验方案，计划通过其
全球领先的气候环境实验室，真实再现导线
在带电条件下的覆冰过程，以便为后续的物
理模型建立和导线扭转特性研究提供有力的
数据支撑。

输电线路导线的覆冰问题在极端气候条
件下尤其严重，覆冰不仅增加导线负荷，影响
其安全稳定运行，还会带来潜在的断线、塔倒
等事故隐患。导线在带电状态下覆冰的机理
更为复杂，涉及电场效应、冰晶形成、材料应
力等多重因素。因此，开展导线带电覆冰物
理模型研究对于解决南方电网的防冰问题具
有重要意义。

后续，随着项目的推进，研发团队将通
过获取的试验数据，完善物理模型，持续推
进南方电网公司在输电线路防冰领域的基
础研究。 （聂祥论 黄杰）

■李琛 李维劼 杜明彦 郑水斌

云南，自 2014 年首“吃”电改“螃蟹”，电力市场化
启动运行 10 年来，取得一系列突破：省内市场化交易
累计电量突破 1.1 万亿千瓦时，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
社会用电量比例超过 70%；全年交易组织约 3000 场
次，年度出具结算单超 300 万份，较改革之初增长超
1000 倍……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拓展，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显现。

率先全面放开清洁能源入市，拉动绿色产业发展

云南以水电为主的绿色电源装机超 1 亿千瓦，清
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连续 8 年保持 90% 左右，新能源远
景可开发容量超 1.5亿千瓦。

“针对清洁能源‘挑大梁’的情况，云南在全国率
先放开清洁能源进入市场，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
广、可借鉴的成功经验。”昆明电力交易中心总经理黄
炜表示。

“ 为 更 好 地 拓
展高比例清洁能源
消纳渠道，我们构
建了有云南特色的
一套体系、两个模
式、一个机制，在实
践 中 取 得 积 极 成
效，也为更好融入
南方区域电力市场
提供了坚实支撑”。
昆明电力交易中心
策划部副经理丁文
娇介绍，一套体系，
即建立了适应高比
例清洁能源的交易
体系，在全国率先
引入日前电量交易
应对高比例清洁能
源交易风险，建立
起“中长期交易为
主，日前短期交易
为补充”的市场体

系；两个模式，即形成适应高比例清洁能源的合约模
式和市场运作模式，借鉴现货市场理念，实现中长期
合约为差价合约，将“合约照付不议，事后偏差结算”
的市场理念全面推广落地，助力解决清洁能源预测
难。形成“清洁能源+燃煤”双市场并行运作模式，建
立起反映电力供需形势和成本变化的煤电市场化电
价机制，从新能源占比高并将迅速扩大的实际出发，
在全国率先提出建立“调节容量市场”，并逐步建立配
套交易体系；一个机制，即形成适应高比例清洁能源
的激励相容机制，激励市场主体主动参与交易，近年
来年度市场主体主动签约率均超过 95%，自主交易比
例全国领先。

随着创新灵活交易体系的建立，昆明电力交易中
心也积极组织云南省内用户参与绿色电力交易，今年
1—10 月绿电交易 12.5 亿千瓦时，达到 2023 年全年绿
电交易规模的 80余倍。

首创“来淘电”，引领电力零售市场建设

过去，全球电力市场化交易受持续保持电力瞬时
供需平衡的制约，与常规商品交易存在显著差别。“中
小微企业等零售用户用电量小、用电特性差异较大，
难以直接参与交易，只能随行就市。在选择售电公司
时，经常面临信息不透明、难抉择、缺乏信任等问题。”
昆明电力交易中心电力交易部经理吴滇宁介绍。

为此，云南于 2020 年上线“来淘电”零售交易平
台，有效破解中小微企业入市交易“硬门槛”，大幅降
低售电公司获客成本，让中小微企业也能享受电改红
利，方便快捷进入市场购电。

“来淘电”零售交易平台的搭建，帮助售电公司在
平台开设店铺，能够结合自身需求灵活调整公司售电
运营策略；零售用户则像逛淘宝一样，在平台下单实

现‘指尖购电’。”丁文娇说，该模式极大降低了供需双
方沟通、交易和业务成本。

据介绍，截至今年 9 月底，“来淘电”平台累计成交
合同逾 34 万笔，累计交易电量超 6000 亿千瓦时，成为
国内电力零售市场建设探索的示范标杆。

共享改革“红利”，市场主体多方共赢

电力市场化交易涉及方方面面，云南通过 10 年的
探索实践，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作用，让市场主体
共享改革红利、实现多方共赢。

2014 年启动电力市场化交易之初，云南仅有 87 家
工业企业、9 家电厂参与交易。10 年后的今天，云南电
力市场注册主体数量超过 33万户。

“电力市场化交易及容量电价的推出，促进火电
企业积极主动参与市场，直接与用户谈交易、论价格，
我们的发展信心更足，也有了实现内部管理变革的底
气。”云南能投曲靖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阔表示。

云南能投曲靖发电有限公司是滇东北重要电源
支撑点，在电力市场化改革前，企业连年亏损。近年
来，在各项改革举措持续发力的加持下，该企业扭亏
为盈，仅今年 1—9 月，发电量就达 36.5 亿千瓦时，预计
全年将实现企业盈利并超额完成能源保供任务。

谈及经营状况的“逆变”，陈阔介绍，2014 年电力
市场化改革启动后，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和云南电网公
司综合统筹各类型发电企业发展，助力推出调节容量
市场、发电权转让的方式，为火电企业每年安排保生
存发展的基础发电小时数。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自2014年作为汛期水电消纳
主体参与交易，是云南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第一批参与者。

“公司作为最早一批市场化用电主体，在参与云
南电力市场改革以来受益良多，由于用电价格由市场
供需形成，企业可以统筹多方因素，合理安排生产经
营，有效管控企业用能成本。同时，企业的用能安全
保障也得到提高。”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慧能售电
市场部经理杨艳威表示。

不仅如此，参与绿色电力交易，也为云南省绿色
能源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注入新动能，助力云铝股份
实现减碳目标。

从首从首““吃吃””电改电改““螃蟹螃蟹””到多个首创领跑全国到多个首创领跑全国
——电力市场化交易10年的云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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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 ，
在三峡库区湖北
省宜昌市秭归县
云台荒风电场，风
电 机 组 与 青 山 、
晚 霞 相 映 成 景 ，
构成一幅美丽的
生态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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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京津冀区域电力再生资源中心航拍。邹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