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天气转热，各地用电量也开始迅

速回升。虽然今年煤炭价格呈现一定回落

态势，供应也比较充足，但电力部门预计，

今年的“电荒”现象仍会存在，并且缺口不

会低于去年。为何煤炭充足，而电力依然

紧张？专家表示，目前火电受利润较低影

响，装机容量增加缓慢，虽煤炭价格下跌仍

难以挥去“电荒”阴影。

煤炭价格低迷

在烟台龙口港，日照一家煤炭贸易公

司从南非运过来的 6 万多吨煤炭，仍静静

地躺在货场上。“一二月份的价格很低，最

近虽有所回调，但价格仍不理想，报价只有

880 元/吨左右，所以只能再等等看。”公司

李经理说。

记者了解到，不仅李经理的公司今年

遇到生意难做的局面，今年 3 月份之前，沿

海各港口的煤炭库存普遍出现高位，价格

也随之下跌。据卓创资讯的监测数据，去

年 11 月下旬秦皇岛到港山西发热量 5000

大卡煤的价格约为 740 元/吨，但到 3 月初

的价格只有 665 元/吨。

就连销路一直比较好的山东兖州等

地 区 的 煤 炭 价 格 也 出 现 一 定 幅 度 的 下

调。今年以来，兖矿集团推出了精煤下降

20 元/吨，混煤、洗煤下调 10 元/吨的价格

优惠政策；枣矿集团市场混煤价格下调 70

至 100 元/吨，精煤现汇优惠幅度由 60 元/

吨增加到 80 元/吨。

“煤价确实下降了，去年同期每吨标准

煤的价格都超过了 1000 元，今年只有 950

元左右，这 50 块钱就是很大的幅度。”华能

德州电厂厂长助理王维海说。

虽然 3 月份以来煤炭价格有所回调，5

月 9 日环渤海地区港口发热量 5500 大卡市

场动力煤综合平均价格报收 786 元/吨，比

3 月初上涨约 15 元。

但山东省煤炭工业局副局长王立亭认

为，价格小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受大秦线

检修的影响，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反映沿

海地区煤炭市场走势的先行性指标———

煤炭海运费自 3 月下旬以来出现持续回落。

卓创资讯煤炭分析师刘冬娜也认为，

大秦线检修每天减少运量 24 万吨左右，因

此电厂等用煤单位提前补库存，导致煤炭

价格一定程度的上涨。

对于煤炭价格的下降，大多业内人士

认为，在需求方面受经济增速下滑影响煤

炭需求增速在下降，而供给方面国内煤炭

产量继续增加，加上国外低价煤炭冲击，导

致供给相对宽松。

中投顾问煤炭行业研究员邱希哲说，

自 2011 年四季度以来，受全球性金融危机

以及欧债危机的影响，国内宏观经济也开

始回落。另外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遏制房

地产增长的举措。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导致

钢铁、电力、水泥等行业产业下滑明显，增

幅放缓，由此导致煤炭需求放缓，煤炭产业

增速随之回落。

虽然需求增速下降，但煤炭供给量却

仍增加明显，一季度全国煤炭产量累计完

成 8.38 亿吨，同比增长 5.8%。

进口煤炭大量涌入也冲击国内市场。

据了解，受需求不振影响，国际煤炭价格自

2 月份以来不断下滑，青岛港进口澳大利

亚炼焦煤到岸价目前已比去年同期的高点

下降了 40%左右。“国际煤价的下滑促进了

我国煤炭进口，一季度累计净进口 5853 万

吨，同比增长 82.4%。”王立亭介绍说。

“电荒”或继续

煤炭价格的相对低点及供应的宽松，

给电厂增加库存创造了条件，但记者采访

发现，今年“迎峰度夏”期间，电力供需仍将

存在较大缺口。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报

告，后三季度，全国电力供需仍然总体偏

紧，二季度最大电力缺口可能在 1000 万千

瓦至 2000 万千瓦，“ 迎峰度夏”期间最大

电力缺口可 能 在 3000 万千瓦左右，如遇

大范围持续炎热天气等不确定因素叠加，

最大缺口可能扩大到 4000 万千瓦。

为何会出现煤炭充足，但电力供应仍

显紧张的局面，大多业内人士认为是，目前

火电电厂的装机容量增加相对缓慢及发电的

积极性不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

《2012 年一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

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增发电生产能

力 924 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减少 456 万千瓦，

主要是火电比上年同期减少352万千瓦。

报告指出，火电新增装机容量和完成

投资继续明显减少，水电发电量负增长；火

电企业到场煤价同比上涨、贷款利率维持

高位对企业效益影响突出，火电企业经营

仍然困难。

日前财政部公布的五大发电集团运行

情况显示，2011 年全年，五大发电集团累

计实现利润总额 185.6 亿元，较 2010 年减

少 34.3 亿元。其中，火电累计亏损 312.2 亿

元，比上年增亏 190.7 亿元。

“煤炭供应现在不短缺，但由于电价相

对成本依然偏低的原因，许多电厂不愿意

再多增加投资。”华能德州电厂厂长助理王

维海告诉记者。其他的一些受访电厂也纷

纷表示，在夏季用电高峰来临之前，煤价会

有反弹的趋势，届时电厂的成本将开始增

加，发电积极性会更弱。

一些专家认为，应从煤炭等资源的配

置权、收益权着手，按照市场化原则理顺煤

电价格的关系和定价机制，并且注重电力

区域间的平衡，通过建设跨区域、远距离的

特高压电网来改变东部“电荒”而西部“窝

电”的现象。

煤价跌为何仍有电荒

能 源 看 点

鄂尔多斯煤炭交易平台

缘何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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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力开发

“地下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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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电力高速”建设

将全面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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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福明 袁军宝

听证会要不走过场，真正成为不同利

益群体公平博弈的平台，形成一个各方都

可以接受的合理电价方案，这样才能实现

阶梯电价的初衷

居民生活用电阶梯电价 6 月份将在全

国推行，目前，各地已在陆续举行阶梯电价

听证会，征求公众意见。针对阶梯电价“只

升不降”的质疑，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居民阶梯电价原本在设计上就是有升

有降的，并非只升不降。

实施阶梯电价是大势所趋，也是电力

体制改革最关键、最敏感的部分。电价是

能源、发电、输电等各环节与普通消费者连

接的纽带，也是最受公众关注的东西。与

一刀切的电价相比，阶梯电价的好处显而

易见。根据用电量多少，对电价实行结构

性浮动，既能合理反映供电成本，推动用户

合理、节约用电，促进节能减排，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目的，又能兼顾不同收入水平居

民的承受能力，尽可能地实现社会公平。

在世界范围内，阶梯电价为许多国家广泛

采用，也是相对更为公平合理的一种计价

方式。

实施阶梯电价，也是舆论呼吁已久的

好事。但是，好事能否办好，公众是否买

账，还要看阶梯电价方案是否合理，能否

兼顾效率和公平，真正起到促进节约用电

的目的。电价与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利

益息息相关，但在已经准备开展电价听证

的地方，公众参与的热情似乎并不高，而

且存在不少担心。有幸被选中参加广东

电价听证会的一位消费者代表就明言，请

大家不要期望过高，因为这个听证会还会

是“听涨会”。

归结起来，公众的疑虑主要集中在三

个方面：第一，阶梯电价会不会变成变相涨

价？按照发改委公布的方案，80%的居民

用电价格保持不变，超出部分则要提高电

价，然而，粗略一句“有升有降”，确也难以

消除民众的疑虑。到底是不是总体电价有

所上浮？如果确有所上浮，上浮的幅度是

多少，上浮这么大的依据是什么，合理不合

理，科学不科学，不妨实事求是地摆出来，

公之于众。如果涨幅适度，科学合理，相信

民众也不会有太大意见，比明明涨了还遮

遮掩掩、或说没涨更能取得民众的理解。

第二，基础电量即第一档电量定多少

才合适？这对阶梯电价能否顺利推行，显

得非常关键。如果定得太低，很容易就被

超过，则会有不少民众遭遇“被涨价”；定得

太高，又达不到鼓励节约的目的。此外，不

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家庭之间，用

电量差别很大，因此很难制定出一个统一

标准。每档电量确定为多少、按人均计费

还是按家庭计费，应成为各地电价听证的

核心议题。应该采集科学的原始数据，数

据要有公信力，要能真实反应本地区居民

用电基本情况，而不是电力部门说多少就

多少。

第三，阶梯电价会不会加剧通胀，影响

民生？按照电力部门的说法，我国电价长

期在低位运行，随着发电成本的上涨，电价

提高已是大势所趋。但水、电、煤气等作为

影响民生的公共资源，如果像普通商品一

样全面涨价，必将加重居民负担，进一步加

大通胀压力，影响民生稳定。因此，电价调

整必须考虑电力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发改

委、物价局等价格主管部门要及时跟进监

督各地阶梯电价的具体实施，防止有些地

方玩弄数字游戏，变相大面积大幅涨价，进

而加大通胀压力，伤害民生，损害阶梯电价

政策的公信力。

阶梯电价方案的听证，主要由发改委、

物价局等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但电力

企业尤其是电网公司也不应袖手旁观，更

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听证会要不走过

场，真正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公平博弈的平

台，形成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合理电价

方案，这样才能实现阶梯电价的初衷，减少

执行的阻力。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直接受益方的电

网公司，最应该做的，就是提供更准确合理

的供电成本和财务收支情况，建立完善的

信息披露机制，这样交付听证的电价方案

才能有根有据。哪怕最后非涨不可，也得

涨得让人服气。

■ 缪传俊

海上风电开发
思路或调整

能 源 资 讯

本报讯 业内人士透露，国家能源

局日前批准南方电网和粤电集团在广东

分别开展海上风电项目前期工作，项目

地点分别位于广东珠海和湛江。这意味

着，今后我国海上风电开发，可能暂由特

许权招标转变为常规项目审批，早先业

内一直关注的第二批海上风电特许权招

标，暂时或不再进行。

珠海项目位于广东珠海桂山，装机

总规模 19.8 万千瓦，加上海岛智能微电

网 工 程 ，项 目 总 投 资 44.5 亿 元 ，预 计

2014 年建成投产。项目运营方为南方

海上风电联合开发公司，该公司由南方

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牵头组建。根据

项目投资经济分析，预计该项目投资回

收期约 11 年，内部收益率约 8％。

另一个项目位于湛江徐闻县新寮

岛。早在 2009 年，粤电集团就获湛江徐

闻海上风电项目 4.8 万千瓦海上风电场

开发权，该项目主要采用明阳风电的超

紧凑型风力发电机组。

国家有关部门之所以调整海上风电

开发思路，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特许权招

标的目的是降低开发成本。首轮海上风

电特许权招标四个项目中标价在 0.62

元/千瓦时至 0.74 元/千瓦时之间，已接

近陆上风电最高上网价格，如果再以招

标形式确定电价，将进一步压低报价，不

利于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海上风电开发不仅仅是能源问

题，还涉及到海洋局等其他部门。2010

年以来，海上风电项目不断增多，大都选

择在近海海域和潮间带布局风电场，单

个风电场规划面积普遍较大，使我国海

域开发利用面临的行业用海矛盾更加突

出，能源主管部门与海洋主管需要协调

事项太多，以至于首轮特许权招标的四

个项目至今未有实质性进展。改招标为

审批，更利于控制开发节奏，加强不同主

管部门之间协调力度。

中国风能协会副理事长施鹏飞认

为，陆上风电经过五期特许权招标，逐渐

摸清不同地区风电上网成本，在此基础

上，最终出台四类地区陆上风电标杆电

价。但目前海上风电只经过一轮特许权

招标，且主要集中在江苏一省。如果今

后海上风电不再进行特许权招标，如何

确定不同区域不同项目上网电价，将成

为难题。 （付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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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300亿吨石油待开发

将降低我国石油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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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零核电”

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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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电价如何摆脱涨价嫌疑

一架直升机从“海洋石油 981”上

空飞过。

“海洋石油 981”是我国首座自主

设计、建造的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

平台，最大作业水深 3000 米，钻井深

度可达 10000 米，平台自重超过 3 万

吨；从船底到井架顶高度为 137 米，相

当于 45 层楼高。“ 海洋石油 981”于 5

月 9 日已成功在中国南海海域开钻。

这是我国石油公司首次独立进

行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标志着我国海

洋石油工业的深水战略迈出了实质

性的步伐。

据了解，此次开钻水域在我国南

海水域距离香港东南 320 公里处，开

钻井深 1500 米。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走近中国首座
深水钻井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