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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国能日新一直致力新能源场站功

率预测、功率控制、集中监控、并网运

行、消纳管理等领域，以及为电网提供

新能源规划等。截至目前，国能日新服

务了全国上千家发电厂和供电站。因

此，在对数据的积累和理解层面，国能

日新具有独到优势。

做清洁能源行业的管理专家

8版

能源视点

现货市场范围扩大 新能源消纳成关键
日前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18》预测，2019年～2021年，跨省区输电通道建设

还需进一步优化，大力发展新能源仍是能源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改 革 亦 需 兼 顾“ 差 异 化 ”注 重“ 精 细 化 ”

□ 本报记者 朱 黎

未来3年，能源电力行业将何去

何从？走进提质增效阶段，新能源消

纳难题何解？近日，电力规划设计总

院在北京发布了《中国电力发展报告

2018》（以下简称《报告》），从热点、

焦点、难点问题出发，全面梳理总结

了2018年电力工业发展状况，并深

入研判了未来3年我国电力发展的

趋势及重点。

回望2018年，电力行业在满足

用电较快增长的同时，电力结构持

续优化，清洁能源消纳能力明显增

强，电力市场化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电力服务水平明显提升，营商环境

显著改善。

《报告》预测，2019 年～2021

年，跨省区输电通道建设还需进一步

优化，电力现货市场范围将持续扩

大，大力发展新能源仍是能源供给侧

改革的重点。

“北电南送”新格局有望形成

能源转型，电力先行，经济高质

量发展为电力消费增长注入新动

能。2018年，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

比重继续提高，约为25.5%，较2017

年提高约0.6个百分点；全社会用电

量达 68,4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

与电力消费刚性增长形成对应

的是，我国电力资源配置能力不断增

强，提升了电力外送能力。目前我国

已建成投产跨省区直流输电通道29

条，京津冀鲁、长三角、珠三角受入电

力约1.3亿千瓦。截至2018年年底，

“西电东送”能力同比增长7.5%，达

2.4亿千瓦。全国省间交易电量接近

1万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占比达

到45.2%。预计2021年，我国跨省

区输电规模约为2.9亿千瓦，西南水

电也将新增跨省跨区3000万千瓦以

上配置能力。

《报告》预计，未来3年，高技术

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稳步发展将带

动二产用电继续刚性增长。另外，新

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家庭电气化水平

持续提升也将驱动三产和居民生活

用电保持快速增长。2019年，全社

会用电量将达7.3万亿千瓦时；2020

年将达7.6万亿千瓦时～7.7万亿千

瓦时；2021年将达7.8万亿千瓦时～

8.1 万亿千瓦时，年均增速约为

4.8%～5.4%。预计到2035年，电力

需求总量将突破12万亿千瓦时。

值得关注的是，为满足电力资源

优化配置的需要，我国跨省区输电通

道建设还需进一步优化。《报告》建

议，为保障电力供需平衡，可将锡盟

至山东、榆横至潍坊、上海至山东、

宁东至浙江、准东至安徽、酒泉至湖

南特高压输电通道减半投产配套电

源移出缓建名单；落实锡盟至泰州、

陕北至武汉特高压输电通道配套电

源；加强华中主网架，释放酒泉至湖

南、哈密至郑州输电通道输电能力；

加快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尽快提

升扎鲁特至青州输电通道送电规

模；及时启动一批火电项目前期工

作，同时在华东、华中及南方等区域

根据实际需求安排一定规模应急调

峰储备电源。

能源格局的深刻变化将催生巨

大的发展活力。《报告》认为，未来需

要逐步对三峡外送、黔电外送、皖电

东送等存量外送电力流进行优化调

整，提前谋划四川、云南水电外送接

续方案。北方以新能源为主的综合

能源基地和西南藏东南水电基地仍

具开发潜力；中东部地区受生态环

保、能源“双控”等政策性因素影响，

电力市场空间巨大。

在此基础上，未来我国将逐步形

成稳定“西电东送”、增加“北电南送”

的电力资源配置新格局，预计2035年

全国电力流规模达到4亿千瓦左右。

与此同时，电力现货市场作为能

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平台，在2018年

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2019年，现

货市场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第一批

现货市场试点将全部完成规则编制

并投入试运行。电力现货市场将在

全国范围内铺开。根据实际情况，省

级(区域)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将分批分

阶段地开展，在省级市场试点选择中

坚持自愿和优先从负荷中心起步相

结合的思路开展，相应的试点建设方

案评审机制也将逐步完善。

新能源消纳能力逐步增强

作为引导优化开发布局的关键，

新能源消纳利用问题一直备受关

注。2018年，全国风电平均利用率

93%，同比提高5个百分点；弃风电

量合计277亿千瓦时，同比减少142

亿千瓦时，较上年下降34%；全国光

伏发电平均利用率96%,同比提高3

个百分点；弃光电量合计55亿千瓦

时，同比减少18亿千瓦时，较上年下

降25%。

尽管如此，2019年，部分省份的

弃风弃光问题仍较为严重。

新疆、甘肃两省区弃风率将大于

15%；蒙西以及冀北地区将大于

10%；吉林、蒙东、黑龙江将大于5%；

陕西、宁夏、贵州、青海、山西、山东、

辽宁、海南、云南、湖南、安徽等省将

出现5%以内的弃风。光伏消纳方

面，新疆、甘肃、西藏弃光率将大于

10%；青海、陕西北部将大于5%；蒙

西、蒙东、宁夏将大于3%；吉林、冀

北、山西、山东、安徽、贵州、云南将出

现3%以内的弃光。

记者了解到，在政策支持下，新

能源消纳问题正在逐年改善。“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政策的出

台，令中东部地区新能源开发的紧迫

性持续增强。而随着“分布式发电市

场化交易”政策的落实，将推动中东

部地区分散式风电、分布式光伏快速

发展。2021年，“三北”地区弃电率

将降至5%，中东部和南方地区将不

超过1%。

《报告》预计，未来3年，华东、

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消纳能力位居

全国前三，分别为15,920万千瓦、

13,800万千瓦、11,530万千瓦。而

全国新能源消纳空间将达到3.5亿千

瓦。反观消纳空间方面，虽然华东地

区依然以10,450万千瓦排在全国第

一，但华北、西北地区却仅有3990万

千瓦和2490万千瓦，与南方、华中地

区差距较大。

此外，随着内蒙古、甘肃、新疆等

地区用电需求持续快速增长，红色橙

色预警有望解除。《报告》预测，未来3

年内，内蒙古、甘肃、新疆的消纳能力

分别为4410万千瓦、2150万千瓦、

3270万千瓦；消纳空间分别为630万

千瓦、70万千瓦、390万千瓦，在平价

上网时代，仍具有大规模开发潜力。

记者注意到，对于开发建设速度

加快、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海上风电

来说，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强海上风

电建设与市场消纳统筹协调、创新海

上风电并网投资新机制已刻不容缓，

《报告》预计，在现有调峰能力和网架

条件下，未来3年海上风电消纳空间

约为1900万千瓦左右。

随着国家财政补贴逐步退出，

“十四五”开始，我国新能源将进入以

消纳为主导的全面无补贴平价发展

新阶段。

□ 杨驿昉

5 月底，国家相关部委联合印

发了《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

管办法》，围绕实践中影响公平开

放的突出问题和关键因素设置了

条款，为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油

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进行了政策

铺垫。

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国

际国内有别的体制与国情、广袤疆域

不同地点的禀赋特征，笔者认为，随

着管网独立时代渐行渐近，我国天然

气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不适合“一刀

切”式的一概而论，而需要非常精妙

的差异化和精细化的处理。

首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决

定，不宜简单套用西方发达国家全盘

市场化的模式，宜将暂缓市场化的部

分类型进行差异化处理。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天然

气民生属性较弱，纯粹是由气量买

卖合同约定的市场行为。在完全

市场化的情景假设中，居民气价

失去政策保护后面临大幅上涨风

险，可能影响社会舆论和稳定，而

高价的国际进口长协则面临低价

现货冲击，可能产生国际违约风

险和外交争端。因此，在改革过

渡期内，对居民用气和进口长协

的差异化处理存在一定必要性，但

从长期来看，随着资源供给和基础

设施的丰富，政策导向的差异有望

趋于消失。

其次，国内不同区域发展程度、

资源禀赋存在巨大差异，需要改革

方案在合理范围内考虑政策的“区

域有别”。

从管输环节看，国内主干管网负

荷根据区域不同存在差异，西一线、

陕京线等处于市场好、消费量高的地

区沿线，管网负荷率基本处于饱和状

态；而西南、东北等区域的干线管网

负荷率只在20%～55%之间。

从供给侧和消费侧看，我国主要

的国产气源地位于西部，而主要的消

费市场则位于华北供暖区和东南沿

海工业区。资源地政府倾向于将更

多气量留在门站价更低的资源地附

近，以促进当地经济和工业发展，而

气源销售企业则倾向于将更多气量

输往价格承受力高的东部市场，以获

得更好的销售收益。

因此，为平衡天然气市场化改革

对不同区域的影响，政策应该尽可能

精细化，相同经济发展程度、资源禀

赋条件的区域可以统一政策，而不同

区域间由于管道负荷率、价格承受力

差异较大，建议根据“一事一议”的原

则进行市场化竞价、管道运营机制层

面的讨论。

再次，管道运营和监管机制需要

精细化的设计，使“有规可依、有法可

查”成为天然气管网连通上游生产商

和下游用户的制度基础。

管网独立后，管网公司与销售公

司和其他委托输气的用户是独立法

人的关系，依据约定的合同、行业认

可的规则运作是确保管网运营顺利

实施的关键因素，也是实现天然气市

场化的关键保证。

此外，监管机制设计方面，管网

公司作为政策性垄断环节，应该面

临最严格的监管，以避免其发展成

为“统购统销”的强势中间商模式，

脱 离 基 础 设 施 服 务 提 供 商 的 定

位。目前，我国油气行业欠缺专门

的监管机构，存在一定程度的专业

缺口，尚未建立专门针对管网公司

的监管职能。

能源动态

绿色发展取得积极实效
全国公共机构人均综合

能耗三年下降逾7％

本报讯 记者张宇报道 记者日

前从在四川成都举行的2019年节能宣

传周全国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宣传

活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2018年，全国

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相比2015年下

降7.87％，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用水

量分别下降6.13％和9.11％。

该活动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和

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王永红

表示，做好节能宣传工作对调动公共机

构推进绿色发展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

义，对于营造全社会崇尚节俭、厉行节

约的良好氛围，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今年全国公共机构节能宣

传周活动包括举办公共机构参与绿色

高效制冷行动研讨活动、组织开展高校

“毕业季”可回收垃圾兑换活动、举办公

共机构生态文明宣讲活动等。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

220千伏宁莫线电缆隧道

完成基于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的数据化升级改

造，5月正式投运。

经过升级改造，800多

台感知设备可实时采集信

息，实现了电缆隧道和线路

状态的实时感知和控制。

通过“人机协同立体巡检”，

随时查验、发现设备隐患，

有效保障城市供电安全。

图为工作人员在宁莫线电

缆隧道综合监控中心查看

隧道和线路运行状态。（资

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李 响 摄

本报讯 记者邢成敏 程虹报道

6月21日，湖南省工业节能绿色发展峰

会在郴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省

14个市州工信局和工业节能监察机构

领导、企业及银行机构代表等150余人

与会。

本次峰会围绕“绿色发展，节能先

行”这一节能宣传周主题，研究和探讨

推进全省工业节能减排实现高质量绿

色发展，发布了“湖南省工业节能绿色

发展倡议”。

湖南省工业通信业节能监察中心

主任廖哲智表示，近年来湖南工业节能

降耗取得较好成绩，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大幅提升。“十二五”期间，全省单位规

模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降低46.2%，绿

色制造工作实现新进展，16家单位获批

国家绿色制造示范单位，46家企业评估

认定为省级绿色工厂，中联重科等6个

项目获得国家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

支持，项目数和资金额度均居全国前

列。制定出台《湖南省绿色制造体系建

设实施方案》，明确湖南省绿色制造体

系建设的总体思路、实施内容、实施程

序、年度计划和保障措施。

下一步，湖南将充分创新体制机

制，推进工业节能高质量绿色发展。

将制定出台《湖南省节能管理示范单

位》评价标准，引导优秀企业积极主动

对标高标准、实现高发展，同时通过示

范引领，带动更多的企业加入到“对标

创优”行动中来，从而推动全省工业节

能实现“量质齐升”。对评定的示范单

位将采取减少监察频次、纳入湖南省

产融合作“白名单”和社会信用体系

“红名单”。

湖南拟筹备成立“湖南省工业节能

绿色发展联盟”，通过整合行业内外资

源，打造集“产、学、研、用、资、宣”于一

体的共生合作发展平台，实现联盟内信

息资源共享、上下游产业合作、技术与

市场协同、企业与资本互动，形成推进

工业节能高质量绿色发展的长效市场

机制。

湖南举办工业节能峰会
将制定出台《湖南省节能

管理示范单位》评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