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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主辅分离改革的靴子终于

落地了。9 月 29 日，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建）、中国能源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能建）在北京国务

院国资委办公大楼里揭牌宣告成立，两家

新央企由两大电网公司剥离的辅业与 4 家

电力设计施工央企重组而成。

辅业变主业：

两电建“航母”未来将上市

具体的重组方式是，中国电建由两家

央企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国水

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与国家电网公司、

南方电网公司下属河北、吉林、上海等 14

个省级公司的电力设计、施工、修造辅业

单位重组而成；中国能建由另两家央企中

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

团公司，与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

下属北京、天津、山西等 15 个省份公司的

辅业单位重组而成。

“辅业剥离重组的设计思路是将电力

设计、施工一体化，这就解决了我国从计

划经济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电力设计和施

工分割的格局。”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接受

采访时表示，重组后两家电力建设集团形

成了集规划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制造、项

目运营为一体的完整的电力建设产业链，

产业集中度和规模实力大大增强，在行业

发展中的影响力和带动力也显著增强。

整合后两家新公司的总资产和营业收入均

超过千亿元，中国电建2010年营业收入为1600

亿元，资产总额1960亿元，在职职工数20.27万

人；中国能建2010年营业收入为1100亿元，资

产总额1200亿元，在职职工数16万人。

“重组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成为在全国

乃至世界都很有竞争力的集电力设计和

施工于一体的综合公司。按营业收入规

模计算，中国电建总体实力已达到全球

500 强企业中第 380 位左右的水平。”新任

中国电建董事长范集湘认为，重组带来双

赢，既让电网公司剥离辅业、聚集主业，又

使辅业独立出来成为新公司的主业。

用时八年：
主辅分离后电改下一步关键是电价

“电网主辅分离改革，是深化电力体

制改革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国家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彭森说，这次改革重组也是我

国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

国务院 2002 年出台“5 号文件”启动实

施以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

上网四项为主要改革任务的电力体制改

革。当年即实现了发电厂与电网的分开，

形成了五大发电集团和两大电网的格局。

而将电网主业和辅业分离的改革却历

时八年，足显其困难性。国资委主任王勇

说：“这是国资委推进中央企业重组中，涉

及人员最多，分布地域广，历时较长的改

革。”这次改革涉及 4 家中央企业和两家电

网公司所属 29 个省区市的 134 家辅业单

位，涉及职工 35.78 万人、离退休人员 26.12

万人。电力辅业的企业负担重，各种历史

遗留问题多，解决难度大。为此，改革重组

方案安排了 920 万千瓦发电资产的变现收

入作为改革成本用于职工安置等，“在中央

企业重组中支持力度是比较大的。”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林伯强认为，拖了八年的主辅分离改革

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当年“ 提高电网效

率、厘清电价成本”的设计初衷。

“因为剥离的只是电网的设计、勘测、

修造等辅业，而这几年新增加的业务，包括

收购上游电力设备制造企业、拓展金融业

务、发展煤电联营，是不是辅业，没有界定，

无法由此判断辅业是否影响电网效率。”他

认为，以国外电力改革经验来看，只要电网

的辅业不形成垄断、能挣钱，可以不剥离。

林伯强认为，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下

一步重点不在于比主辅分离难度更大的

输配分开和竞价上网，而是更为急迫的电

价形成机制改革，从而解决“市场煤、计划

电”的顽疾，消除年年出现的“电荒”。

“电力‘十二五’规划要遵循优先开

发水电、优化发展煤电、高效发展核电、积

极推进新能源发电、适度发展天然气集中

发电、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发电的发展原

则。”近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欧阳昌裕表示，电力“十二五”规划已经正

式上报发改委、能源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年

内将向社会公布。

2010 年 ，我 国 发 电 装 机 达 9.62 亿 千

瓦。根据规划，预计 2015 年我国发电装机

将达 13.4 亿~15 亿千瓦，2020 年达 18 亿~

19.7 亿 千 瓦 ，2030 年 达 25.5 亿 ~28.6 亿 千

瓦。届时，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比重将分

别 占 总 装 机 比 例 的 33.08% 、35.80% 、

47.08%。

“水电开发越早越好。”在欧阳昌裕看

来，虽然面临移民、环保、地质灾害等各种

问题，但在“十二五”电力规划中，还是应把

水电开发放在第一位。他强调，优先开发

水电的思路是要推进水电流域梯级综合开

发，促进绿色和谐开发，扩大资源配置范

围，加大抽水蓄能电站发展力度和规模。

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水电开发的

重点是继续加快开发长江上游、乌江、南盘

江红水河、黄河中下游及北干流、湘西、闽

浙赣和东北等 7 个水电基地，使得这些水

电尽早开发完毕。同时，重点开发金沙江、

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怒江、黄河上游干

流等 6 个分布在西部地区的水电基地，推

进雅鲁藏布江等西藏水电开发，此外，还将

开发境外水电，向我国输电。

根据规划目标，2015 年我国常规水电

装机预计达 2.84 亿千瓦左右，2020 年达 3.3

亿千瓦左右。同时，规划还指出，2015 年，

抽水蓄能电站的规划装机容量为 4100 万

千瓦左右，2020 年达 6000 万千瓦左右。

“煤炭是中国最好的能源，尽管它存在

污染和排放的问题，但是在过去、现在以及

将 来，它 仍 然 是 中 国 能 源 供 应 的 中 坚 力

量。将来即使用电需求饱和，煤电的比重

也要占到 40%左右，这才能解决中国的能

源供应问题。”欧阳昌裕同时还肯定了煤电

作为主力能源的地位。

根据规划要求，未来将推行煤电一体

化的开发战略，加快建设大煤电基地，同时

鼓励发展热电联产，推动煤电的绿色开发。

未来火电将重点开发山西（晋东南、晋中、晋

北）、陕北、宁东、准格尔、鄂尔多斯、锡盟、呼

盟、霍林河、宝清、哈密、准东、伊犁、淮南、

彬长、陇东、贵州等大型煤电基地。

“十二五”期间，全国规划煤电开工规

模 3 亿千瓦，其中煤电基地开工 1.97 亿千

瓦，占 66%；投产规模 2.9 亿千瓦，其中煤电

基地投产 1.5 亿千瓦，占 52%。“十三五”期

间，全国规划煤电开工规模 2.6 亿千瓦，其

中煤电基地开工 1.63 亿千瓦，占 62.7%；投

产规模 2.5 亿千瓦，其中煤电基地投产 1.36

亿千瓦，占 54.6%。

除此之外，规划明确指出，在“十二五”

时期，风电、太阳能、核能等非化石资源也将

多规模发展。未来，风电重点在“三北”（西

北、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规划和建设大型

和特大型风电场。2015 年和 2020 年风电规

划容量分别为 1 亿千瓦和 1.8 亿千瓦。

到 2015 年 ，太 阳 能 发 电 规 划 容 量 为

200 万千瓦左右，到 2020 年将跃升至 2000

万千瓦左右。

天然气发电则主要用于解决核电、风

电、水电季节性电能对电网的压力，将在气

源地规划建设燃气机组解决当地用电问

题。考虑天然气供应问题，2015 年和 2020

年大型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分别为 3000

万千瓦和 4000 万千瓦。

欧阳昌裕同时强调，跟电力“十二五”

规划初稿不同，在日本福岛核危机之后，电

力规划原则中，将之前“大力发展核电”改

为“高效发展”。他认为中国如果不发展核

电，能源需求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但他同时

强调，核电发展要确保安全第一。

除了规划了各种电力能源目标，电网

规划也是“十二五”电力规划的重点。

“坚强智能电网是电力工业的发展方

向。”欧阳昌裕表示，发展智能电力系统是

现代电力工业的发展方向，它不仅能够确

保电力系统更安全、经济、绿色、和谐，同时

能够有效地破解未来发展的挑战。

根据规划要求，未来首先将建设大型

水电基地外送通道。“十二五”期间，将在金

沙江下游和中游水电基地、雅砻江水电基

地、大渡河水电基地分别建设多条输电工

程，满足水电的外送需要。

同时，还将建设大型煤电基地外送通

道，建设山西、陕北、安徽淮南煤电基地向

华北、华东、华中电网送电特高压交流通

道；建设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锡盟煤

电基地向“三华”电网送电特高压交直流混

合送电通道；建设内蒙古呼伦贝尔、黑龙江

宝清、山西彬长、甘肃陇东、新疆哈密、准

东、伊犁煤电基地向“三华”电网送电的±

660、±800 及±1100 千伏直流通道。

除此之外，根据规划，“十二五”时期还

将建设大型风电基地外送通道，并构建坚

强特高压网架。2015 年，华北、华东、华中

特高压交流电网形成“ 三纵三横”网架结

构，2020 年，“三华”特高压同步电网形成

“五纵六横”主网架，满足大煤电、大水电、

大核电和大可再生能源基地电力输送，为

东部负荷中心大规模接受电力构筑坚强的

网络平台。

电力资讯

■本报记者 王蕴燕

电煤价格持续上涨

今冬或将再现“电荒”

态势分析

政策法规

电网主辅分离“靴子落地”电力改革迈进一步

电力“十二五”规划主打绿色牌

目前，我国大部分沿海城市人均淡水资

源量不足 500 立方米，低于国际 1000 立方米

的标准线，其中天津、上海、大连、青岛、连云

港等城市甚至低于 200 立方米，水资源短缺

已成为严重制约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

颈。但同时，海水淡化等技术的应用成为沿

海地区解决淡水匮乏的重要途径。

据行业内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国务院

关于加快海水淡化发展的意见”和“‘十二五’

海水淡化产业化发展规划”等产业鼓励政策

将于近期出台。

近日，河北省首台 3.0 兆瓦高速永磁型

海上风电机组在保定国家高新区正式下线。

作为保定天威集团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项

目，这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海陆两用型

风机的成功研制，对加速中国大型风机装备

国产化及海上风电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研制单位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林卉介绍，该款 3.0 兆瓦风机是针对

沿海地区高湿、高盐雾、多雨、多雷暴的运行

环境，采用了高速永磁同步发电机和全功率

变频器的设计方案以及海上风机冷却系统和

大容量整机集成技术，在防腐蚀、防盐雾、密

封、除湿等方面应用特殊技术设计，彻底解决

了低电压穿越的问题。

近日，在五大发电集团呈现 180.9 亿巨

亏的情况下，电力央企新能源上市公司相继

发布 2011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报告，数据显

示，龙源电力、华能新能源和大唐新能源均

实现不同幅度的利润增长。其中，龙源电力

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了 66.5%，华能新能

源净利润同比增长 131.0%，大唐新能源净利

润同比增长 105.24%。 （本报综合报道）

水资源短缺
电力行业面临节水大考

国家科技支撑项目3.0兆瓦
海上风电机组研制成功

三大新能源上市公司
利润逆市大增

电力要闻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主任贺德馨近日表示，当前我国风电行业正

进入转型期，概括而言，面临三大转变，即“从

风电大国向风电强国的转变；由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的转变；从国内单一市场向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的转变”。

贺德馨是日前出席金风大学挂牌仪式上

做上述表示的。他说：“在中国风电面临转型

的过程中，人才是基础，金风科技成立金风大

学正逢其时，不仅为企业自身培养人才，也为

行业培养人才。企业大学是我国现有教育体

系培养人才的一种有效补充，是企业开创培

养专业人才方面非常有益的探索与创举，意

义重大。”

中国风电行业进入转型期
面临三大转变

■刘虎明

近期北方主要中转交易港口的煤炭

交易价格持续上涨，截至 10 月 5 日，秦皇

岛港动力煤现货交易价格指数为每吨 845

元左右，比上月同期每吨上涨了 15 元。

随着电煤价格持续上涨，国家能源局

电力司副司长郝卫平近日表示，如果近期

这种局面得不到有效遏制，冬季用电高峰

期，“电荒”有可能再次重现。

郝卫平表示，特别是南方、华中等水

电比重较大的区域，以及一些火电上网电

价偏低的产煤省区，可能出现持续性缺

电，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煤炭供不应求

进入 9 月 26 日当周后，秦皇岛港煤炭

港存一度同比骤降近 30%，六大电厂存煤

天数也环比平均减少 3.8%，粤电存煤天数

甚至逼临存煤警戒线，降至 8 天左右，下降

16%之多。

不仅如此，进入 9 月份后，煤炭市场多

次打破企稳态势，出现上扬，9 月 7 日至 27

日，环渤海地区 5500 大卡动力煤平均价格

已累计上涨了 7 元/吨。而且，山西和内蒙

古多处地区的煤炭坑口价格也出现一定

程度的上涨。

来自秦皇岛海运煤炭网港口中心数

据显示，截至 9 月 28 日，秦皇岛港煤炭库

存跌破 500 万吨，降至 497.6 万吨的库存水

平，同比减少 29.5%，其中内贸 490.4 万吨，

外贸 7.2 万吨，为今年 5 月 5 日以来的最低

值。

“介于大秦线和港口的场存压力，三

大电特别是粤电供电此后两周压力将陡

增，电厂存煤接下来将整体趋紧。”厦门大

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对本报

记者表示，而且随着大秦线检修完毕，电

厂存煤采购或形成集中效应，将形成一段

时间的运力紧张，从而再次抬升煤炭市场

价格，如果 11 月份该局面不能遏制，冬季

用电高峰期，“电荒”或将重现。

冬季或再现缺电潮

林伯强也表示，是否出现“电荒”将取决

于近两个月的政策力度。“今年的 GDP 增速

保持在 9%左右，全年用电增长不出意外将

维持在 10%左右，但如果 11 月份后放开用

电，取消拉闸限电，将很可能涌现新的用电

高峰，加上煤企价高，电厂积极性不高，将会

造成年内再次大范围缺电的情况。”

郝卫平 9 月 29 日在迎峰度夏总结会

上也表示，今冬明春电力供需形势不容乐

观，全国部分地区仍将面临不同程度电力

供应偏紧的局面，特别是南方、华中等水

电比重较大的区域，以及一些火电上网电

价偏低的产煤省区，可能出现持续性缺

电。“考虑到冬季气候的不确定性，全国部

分地区仍将面临不同程度电力供应偏紧

的局面。”郝卫平认为，目前主要水电站可

调发电水量、蓄能值较去年同期减少三成

至四成，秋汛补水有限，冬季水电出力低

于常年的局面已难改变。

数据显示，截至 8 月底，全国用电量达

3.12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9%。其中，

迎峰度夏的 6 月、7 月、8 月三个月用电量

累计达 1.27 万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加

了 11.2%。能源局据此预测称，今年四季

度用电增速较上半年可能略有下降，但仍

将保持较高水平。

“ 但 迎 峰 度 夏 后 的 9 月 份 和 10 月 上

旬，煤炭需求增幅将有所下降，供需相对

缓和。”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

日前表示，特别是 10 月中旬以后，煤炭用

户将提前购煤储煤以备迎峰度冬，煤炭需

求转旺。但随着一大批大中型现代化煤

矿的建成投产，煤炭供给将增加，而随着

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的煤矿陆续复产，四

季度全国煤炭供应能力明显增强，预计全

国煤炭供需总体基本平衡。

针对媒体报道称今年不少电厂的存

煤天数只有 10 天左右。

林伯强认为：“现在情况看来，如果不

尽快解决煤电矛盾，切实增加电煤库存，

冬季比较大范围的缺电将不可避免，没有

几个月了，到时想解决，运煤都来不 及。

现在我们看到的电荒不再是突发事件引

起的。年年抢运电煤使我们意识到：为什

么电厂不能早做准备，在用煤高峰期来临

前就增加电煤库存，解决电煤库存是政府

必需马上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电价既

定，缓慢的煤价上涨的确有推动电企提高

效率的作用，快速的煤价上涨只能迫使电

企把精力放在电价博弈上。”

■刘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