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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虎明

市场分析

热点透视

电力要闻

■ 本报记者 王蕴燕

电监会近日发布《2010 年度全国 30 万

千瓦及以上常规燃煤机组发电利用小时专

项监管情况通报》（以下简称《通报》）。《通

报》显示，60 万千瓦及以上机组利用小时

数明显低于 30 万千瓦级机组，也低于常规

燃煤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存在发电小时

数倒挂现象。

《通报》显示，截至 2010 年底，全国省

级以上调度管辖范围内机组装机容量 8.22

亿千瓦，其中，统调火电机组 6.41 亿千瓦，

占 78％。统调火电机组中，常规燃煤机组

装机容量 4.97 亿千瓦，占 77.5％。常规燃

煤 机 组 中 ，100 万 千 瓦 级 机 组 装 机 容 量

3019 万千瓦，占 6％；60 万千瓦级机组装机

容量 2.45 亿千瓦，占 49.3％；30 万千瓦级机

组容量 1.68 亿千瓦，占 33.8％；30 万千瓦以

下机组容量 5457 万千瓦，占 10.9％。2010

年，全国统调常规燃煤机组平均利用小时

数 5240 小时，其中，60 万千瓦及以上机组

利用小时数 5259 小时，30 万千瓦级机组利

用小时数 5356 小时。

从对发电小时数的监管情况看，目前

火电机组发电存在发电小时数倒挂现象：

2010 年度，贵州、广西、山西、甘肃等 13 个

省份的 60 万千瓦及以上机组利用小时数

低于 30 万千瓦级机组，同时也低于常规燃

煤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

《通报》分析，造成 60 万千瓦及以上、

机组低于 30 万千瓦级常规燃煤机组利用

小时数倒挂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电网网架结构不合理，造成 60 万千瓦

及以上机组出力受限。60 万千瓦及以上

机组多为近几年投产，位置远离市区，通

过高电压等级网络送出。二、现行电量形

成方式不利于 60 万千瓦及以上机组多发

电。部分地区在下达年度预期目标时，大

小机组之间没有按照有关要求拉开档次，

个别地区安排的电量就出现倒挂。三、大

容量空冷机组受自身技术因素制约出力

受限。我国西部地区新投产的 60 万千瓦

级常规燃煤机组均是空冷机组，这类机组

在超设计高温天气情况下无法满负荷运

行，最高出力一般在 50 万千瓦－55 万千

瓦左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年的利用

小时数。四、以省为单位的计划模式与电

源布局不适应，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

不 够 ，限 制 了 部 分 大 型 机 组 发 挥 作 用 。

五、近几年新投产大容量等级机组由于缺

煤停机，导致利用小时数偏低。

《通报》对提高大型高效机组发电利用

小时数，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强电网及送出工程建

设，合理安排系统运行方式。各级电网企

业应合理确定跨省区联网工程建设与省内

电网建设投资比例，加强省级电网建设，高

度重视大容量等级电源送出工程的配套建

设，改善窝电和电网“卡脖子”情况，提高现

有电网输送能力。电力调度机构要合理安

排机组开机和运行方式，提高 60 万千瓦及

以上机组平均负荷率与利用小时数，降低

系统运行能耗。

二是改进发电机组电量安排机制，加

大合同电量差别化力度。地方政府有关部

门应按照有关规定和国家节能减排有关要

求，合理安排机组年度合同电量。在有条

件的地区，系统开展合同电量优化工作，支

持发电集团内部或发电企业之间，通过优

化不同机组的合同上网电量，为大型高效

机组多发电创造条件。

三是加快电力市场机制建设，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大电网

的优势，加大跨省跨区电能交易监管，在

更大范围内促进电能资源优化配置。逐

步完善和改革现有的政府主导的电量计

划分配制度，发挥区域市场平台的作用，

建立灵活多样的电能交易机制，大力开展

发电权交易，使大型高效机组在市场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为落实国家节能减排和可

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做出更大贡献。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回顾今年

的电力形势，“紧平衡”一直是全国电力供

需形势的主要特征。迎峰度夏时段，两大

电网区域最大电力缺口合计 3112 万千瓦，

湖南、广西、贵州日最大电力缺口超过当日

统调最大用电负荷三分之一，浙江、湖南、

广东、广西错避峰累计超过 100 天。

电监会近日发布报告称，今冬明春，电

力供应依然会比较紧张，全国电力最大缺

口将达到 3000 万-4000 万千瓦。为此，中

电联表示，要通过多种手段，做好电力运行

和可靠稳定供应。

今年以来用电形势“紧平衡”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

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国民经济实现了平

稳较快发展，拉动用电需求较快增长。

1~9 月，全 国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35157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2%，制造业日均用电

量已连续 6 个月超过 70 亿千瓦时。电力

负荷方面，迎峰度夏未至，已有多个省份

最高负荷创历史新高；6 月初，华北电网

最大负荷已与 2010 年的峰值持平；度夏

期 间，华 中 电 网 用 电 负 荷 过 亿 千 瓦 的 天

数达 78 天。

“今年用电负荷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还是来自高耗能行业。”国家能源局电力司

副司长郝卫平曾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

数据显示，1~9 月，化工、建材、黑色金属冶

炼、有色金属冶炼四大重点耗能行业用电

量合计 1148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4%，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32.7%，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发展方式任重道远。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

而装机容量增速降低，势必对全国电力供

需平衡产生影响，将进一步加剧缺电。”华

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曾鸣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专职顾问姜绍俊

接受采访时表示：“近年来，虽然装机规模

总量增大，但不能参与电力平衡的风电发

展更为迅猛，导致水电、核电、火电等能够

参与电力平衡的有效装机规模比例实为下

降，进而加剧了电力供应紧张。”

今冬明春全国用电形势依然紧张

在着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抑制高耗

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等国家宏观调控

作 用 下，我 国 经 济 增 速 将 呈 稳 中 回 落 态

势。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中国经济形

势分析与预测——2011 年秋季报告》指出，

GDP 全年增速将达到 9.4%。

基于宏观经济走势，业内预测，今冬

明春，全国电力消费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态势，受火电新增规模下降、新增装机区

域分布不平衡、电源电网建设不协调等因

素 影 响，考 虑 气 候、来 水、电 煤 供 应 等 条

件，全 国 电 力 供 需“ 紧 平 衡”态 势 仍 将 持

续，部分地区面临不同程度的电力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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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矛盾较突

出。”郝卫平说。

专家曾预测，今冬明春，全国用电形势

紧张，最大电力缺口约 2600 万千瓦，其中

缺口较大的地区包括广东、广西、贵州、云

南以及华中地区的湖南等省份。

中电联预计四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13%左右，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4.7 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2%，今冬明春，全国最大电

力缺口为 3000 万~4000 万千瓦。

需深化完善煤电联动机制

今冬明春，电力行业企业经营压力继

续加大，生产、建设、投资的外部经营环境

很不乐观，电力供需形势比较严峻，电监会

要求做好电力运行和可靠稳定供应。

针对部分地区供需紧张的情况，电监

会要求切实落实《有序用电管理办法》，通

过加大电价等市场经济调节手段，抑制不

合理的电力消费，加快调整经济结构。一

是加大实施差别电价，保证鼓励类用户用

电，抑制限制类用户用电；二是限制高耗能

产品出口；三是落实出台居民用电阶梯电

价实施方案，引导民众节能节电；四是加大

对企业实施错峰、避峰的电价奖惩力度，减

少电网尖峰负荷需求。

要解决电力供需矛盾，从供应来讲，最

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是在电煤协调保障上下

功夫。电监会因此要求，一是要加大电煤

协调力度，严控电煤合同价格，防止哄抬煤

价；二是要重点解决煤炭紧张、供需缺口较

大地区的电煤协调问题，保证电煤按市场

需求合理流动；三是加快释放煤炭产能，努

力保障供给；四是降低流通环节费用，变相

降低煤炭到场价格。

从解决电力供需深层次问题角度讲，

电监会要求要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电价形

成机制，目前在电价体制改革尚未到位、竞

争性电力市场尚未建立的条件下，煤电联

动机制仍是解决煤电矛盾的有效措施。因

此，建议按期启动煤电联动机制，联动到

位，同时要继续完善这个机制。

这个冬天，风电企业的日子不好过。

随着各大风电企业三季报的发布，记

者发现，各大风电企业已风光难再、业绩

变脸。

从湘电股份到金风科技再到华锐风

电，净利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作

为行业龙头的华锐风电，1 月至 9 月实现营

业收入 83.89 亿元，同比下降 27%；净利润

9.01 亿元，同比下降 49%。

经过 6 年的高速发展，中国风电企业

风机追求速度和规模的阶段接近尾声。随

之而来的是，风机价格不断走低、货款拖欠

严重、质量隐患频发等，很多风机制造企业

已陷入困境。

产能过剩利润下滑

我国风电行业经过四五年的快速发

展，截至 2010 年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18928

兆瓦，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44733 兆瓦，居全

球第一。伴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中国风

机设备制造也高速发展，形成了超过 80 家

整 机 制 造 企 业 ，总 产 能 近 4000 万 千 瓦/

年。而未来几年，我国每年新增装机容量

大约维持在 1500 万～2000 万千瓦，风电行

业产能扩张已远远超过了当前产业发展的

需求。

产能的急速扩张引发风机设备的价格

战，导致了行业的恶性竞争。3 兆瓦以下

的风机组价格，由 2008 年的 6500 元/千瓦

一路下跌，最近市场的报价更是逼近 3000

元/千瓦，直接导致风机厂商毛利率大幅下

滑。在此背景下，国内风机厂商将目光瞄

向了更具技术优势的 5 兆瓦、6 兆瓦以及更

大容量机组，华锐风电也在今年下半年完

成了 5 兆瓦、6 兆瓦机组的吊装。

但大兆瓦级风机是否就能为风电企业

谋得出路呢？在 10 月 19 日至 22 日举行的

北京国际风能展上，与会专家表示，“就目

前来看，大兆瓦级风电设备从投资成本上

来看并不合适在陆上风电场使用。陆上风

电设备还将以单机容量在 1.5 兆瓦、2 兆

瓦、2.5 兆瓦等 3 兆瓦以下机型为主。而大

兆瓦级风机将更多地被应用在未来海上风

电的开发上。”

产 能 过 剩 的 背 后 ，则 是 利 润 的 大 幅

下滑。

“今年，国家紧缩的货币政策和风电行

业的调整重合在一起，使得风电人感觉到

环境的压力特别大。”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

在 2011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企业家论坛上

表示。

“风电产业近年来高速发展的态势吸

引了大量企业投身于这一行业，导致行业

竞争无序，价格战频频爆发，影响了风电企

业的经营业绩。”中投顾问新能源行业研究

员沈宏文告诉记者，大牌风电制造企业上

半年业绩下滑的现实，已使市场感到风机

制造业“寒冬”的来临。

进入兼并整合时代

记者了解到，根据有关规划，到 2020

年，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1.5 亿千瓦

的目标，平均每年新增 1200 万千瓦。但

是，目前风电整机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仅金

风、华锐、东汽 3 家企业 2010 年的产量就超

过了 1000 万千瓦，其他 60 多家要竞争另一

个 200 万千瓦的市场，产能过剩已是不争

的事实，企业将为生存而展开惨烈竞争和

重组整合。

国内最大的风电场开发商龙源电力总

经理谢长军预测，下一阶段，风机制造业将

进入大浪淘沙、兼并整合的时代，最终保留

8-10 家企业是比较合理的水平。

大 唐 新 能 源 风 电 副 总 经 理 胡 国 栋

认 为，纵 向 整 合 将 有 利 于 风 电 场 和 风 机

生 产 商 更 直 接 的 沟 通，风 电 场 可 以 直 接

把 自 己 的 需 求 告 诉 风 机 制 造 商，使 得 风

机 制 造 商 有 针 对 性 地 研 发 及 生 产，不 断

提 高 自 己 的 服 务 能 力、技 术 水 平 和 风 机

质 量 。 目 前 来 看，这 种 收 购 对 行 业 是 有

利 的。

本报讯 近日，国家电监会启动开展居

民用电服务质量监管专项行动。国家电监

会主席吴新雄表示，不得随意拉限居民生活

用电，把保障和改善居民的生活用电放在首

要位置。

据了解，电监会将围绕监管专项行动做

到“ 六个必须”，即必须有一个有序用电方

案，落实责任，提前计划，科学调度，切实保

证居民用电；必须有一份事前计划停电通知

告示，要切实履行停送电提前通知义务，停

电公告做到准确、及时、规范、合法；必须有

一套故障抢修制度，要提供电力故障 24 小时

报修服务，限时到达故障现场，及时组织抢

修；必须有一套用电报装规范，采取“绿色通

道”、“一站式服务”等便捷方式，畅通报装渠

道和流程，提高效率，合理收费；必须有一张

明细电费单，标明电价标准及计量记录、公

摊用电费用等，切实做到公开、公平、合理；

必须有一个畅通的投诉平台，在供电营业场

所公布 95598 和 12398 热线，并做到 24 小时

受理投诉。 （学 军）

本报讯 贵州实施应急临时调节措施，

电煤库存量稳步上升至目前的 300 多万吨。

根据计划，到 12 月 20 日电煤库存将达到 600

万吨，保障今冬明春电力供应。

进入 7 月以来，贵州省遭受自 1951 年有

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致使水电装机

基本丧失发电和调峰能力，电力供应完全依

靠火电支撑。针对电煤供应持续紧张状况，

该省要求发电企业和煤矿企业自主协商电

煤价格，但电煤坑口价限额为 550 元／吨（热

值为 5000 大卡），此外，对火电企业发电每度

补贴不少于 5 分钱。

据贵州省经信委主任王江平介绍，自 10

月 1 日应急临时调节措施实施以来，省内电

煤供应量稳步上升，目前日均进煤量达到 20

万吨以上。同时，电厂进煤情况有较大好

转，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进煤计划，实现

了进大于耗，库存上升。

但是，仍有部分煤炭企业和发电企业没

有完成计划任务。日前，部分企业主要负责

人因连续 7 天未完成计划被分管副省长和监

察厅厅长约谈。

贵州省明确，下一步，重点煤炭企业加

强煤炭生产、运输等环节的管理，确保按进

度完成电煤供应计划。同时，各发电集团加

强对旗下发电公司电煤采购环节和机组运

行的管理，保障完成电煤采购、储备和机组

运行计划。 （文 兵）

本报讯 截 至 10 月 31 日 ，位 于 甘 肃 酒

泉市的中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已经

送出风电 62.6 亿千瓦时，到年底，这个风电

基地提供的电力将占到甘肃全社会用电量

的 7.5%。

“在某些时段，风电已经成为甘肃电网

仅次于火电的第二大电源。”国家电网甘肃

省电力公司调度通信中心主任曹银利说。

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首个千万千瓦级

风电基地风电大量并网运行。截至 10 月 31

日，甘肃电网并网风电装机容量达 445 万千

瓦，共有风机 3199 台。今年前 10 个月，甘肃

电网并网风电发电量 59.6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了 273%。

曹银利介绍，风电基地的电力外送，全

靠去年建成运行的河西 750 千伏输电工程来

完成。这个被视为中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

电基地的“生命线”工程，自 2010 年 11 月初投

运以来，一年中已经为酒泉风电送出 62.6 亿

千瓦时。

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酒泉风电基地的

电力外送，甘肃省电力公司组织科研力量，

先后投资 640 多万元人民币建设了智能控制

系统，投资近 1300 多万元人民币建成风电功

率预测系统。

甘肃省电力公司风电中心主任汪宁渤

介绍，这是中国第一个具有风能监测、运行

监测实时网络的大规模风电功率预测预报

系统，为中国风电的安全运行和输送提供了

技术保障。目前，这个系统已经实现了甘肃

27 座、420 万千瓦风电场的风电预测预报。

中国首个千万千瓦基地于 2008 年开始

建设，到 2010 年底，已经完成装机容量 560 万

千瓦。目前，中国已经规划建设 8 个千万千

瓦级风电基地。 （虎 明）

电监会要求不得随意
拉限居民生活用电

贵州力保年底电煤库存达到
600万吨保障电力供应

中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送出风电62亿千瓦时

电监会通报发电设备利用小时监管情况

火电机组有发电小时数倒挂现象

今冬明春电力供应或更紧张 煤电联动呼声再起

遭遇“寒冬”风电行业举步维艰

■ 本报记者 王蕴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