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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低碳发展的电能结构调整与优化

!!!以四川省为例

王艳红$罗 洎

!四川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 自贡0F+""""

摘 要!四川是全国重要的水电能源基地$但煤电在全省的发电结构中仍占相当比重$电能结构亟须优化& 从

水H火电结构'火电能源消耗以及)I!'EI!排放情况'消费结构'补偿问题'脱硫'脱硝电价等方面分析了四川电能

结构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基于低碳发展的视角$从大力拓展水力发电'适度发展天然气发电'积极开发可再生能

源发电和稳步缩减煤电发电等方面探讨电能结构调整与优化的路径$提出了针对政府'电力行业和电力企业调整

与优化电能结构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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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行业# 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基础#它具有投资大$产业链

长$相关产业融合度高的特点%同时#电力工业又是重

点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之一&'中国电力行

业发展规划研究报告!!#DD"(指出#!##E 年我国电煤

消费量约为煤炭消费总量的 &FG# 电力工业 /H

!

排放

占到全国排放总量的 &!@"G#IH

!

排放接近全国总量的

JKG#电力工业对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影响&

四川是水电大省#水电资源具备相当的优势#但煤电在

全省的发电结构中仍占 %!@JDG!!#DD"& 解决四川温室

效应$ 酸雨及其他环境问题# 必须调整与优化电能结

构# 一方面可以为确保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

经济$安全$高效$清洁的可持续能源LDM

#另一方面#可以

为实现四川省)十二五*单位 NOP碳排放比 !KDK年下

降 DQ@JG的目标提供重要的支撑&

一$四川电能结构的现状

四川水能资源丰富#技术可开发量达 D@!亿千瓦#

约占全国的 DR&# 全国规划的 D%个大型水电基地中四

川就有 %个L!M

&四川省 !#DD年 DS$!月共发电 $"&J@$亿

千瓦时#其中水力发电量 $!&J@% 亿千瓦时#水力发电

占全国水力发电量的 $"@QEG# 占四川省总发电量的

FQ@&EG%火电发电为 JEE@"亿千瓦时#占全省发电量的

%!@J$G& '四川省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情况通报!!K$!年

前三季度"(指出#四川省火电机组全部安装了脱硫装

置$除尘装置以及烟气在线监测装置#脱硝机组由 $&F

万千瓦增加为 %"F万千瓦%%K万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

的火电装机容量占比由 Q$@JG上升到 Q"@&G#单机容量

由 !!万千瓦提高到 !F@E万千瓦# 电能结构进一步得

到优化& !K$! 年前三季度# 四川电网综合线损率

"@QJG#同比下降 K@K%G#万元综合能耗为 K@!J吨标煤R

万元# 同比下降 K@K$E吨标煤R万元# 实现节约标准煤

$@!!万吨& 四川主网火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 %%Q@%F克

标准煤R千瓦时#比上年降低 F@$$克标准煤R千瓦时#比

)十一五*末累计下降 $!@!J克标准煤R千瓦时#实现节

约标准煤 %K@QQ万吨%同期#四川主网消纳可再生能源

电量 """@$Q亿千瓦时#折合减排 &%@%万吨 /H

!

#%"@%万

吨 AHT%同比多减排 J@FQ万吨 /H

!

$ J@K!万吨 AHT& 四

JQ



由表 !可知! 四川省火电发展! 是以能源燃煤为

主!燃料油和天然气的用量很少" 天然气是清洁能源!

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物很少!而且也不会产生废渣"

电煤燃烧会产生大量的 "#

!

#$#

!

#%#& 以及烟尘等污

染物! 其中燃烧产生 $#

!

对设备的腐蚀和环境的污染

都相当严重" 此外!如果电煤质量低下!就会产生安全

隐患!例如 !''(年 )月!重庆市某主力电厂发生停机

事故!发电机组一根管道发生爆裂!就是由于电煤中参

杂了煤矸石"因此!以煤为主火电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

环境污染问题!对于四川省电能结构调整#优化以及污

染控制和温室气体减排等非常不利"

!三"排放问题严重

*+"#

!

排放量

电力工业长期以来都是以煤炭为主要燃料来生产

电能!对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 根据$%十二五&

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十二五&期间!四川火电

行业需减排 $#

!

的量为 !!+,) 万吨#%#& 的量为 )+,-

万吨"根据 ./"" 指导目录和其他方法测算可得到 "#

!

!二"火电内部结构不合理

川主网火电厂 $#

!

排放达标率为 01+0)2!排放总量为

3+0, 万吨! 同比减少 -+4, 万吨!%#& 排放达标率为

-''2!排放总量为 ,+(-万吨!同比减少 '+)(万吨536

" 四

川省电力工业已采取相应措施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且

节能减排效果明显!但是电力工业减排压力依然巨大"

二#四川电能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水!火电结构不合理

四川省电能生产与消费结构如表 -所示" %十一

五& 期间! 四川省水电装机容量的占比由 !44(年的

(-+42逐年增长至 !4-4年的 14+)!2!火电装机容量占

比由 30+42逐年下降至 !0+42"四川电力工业发展趋势

为大力发展水电!逐步减少火电发展" 截止 !4-- 年 0

月!接受四川省电网直接调度的水电站有 -(3个!基本

分布在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和嘉陵江四大流域水系"

尽管四川省电网水电站数量多!总装机容量大!但大

部分水电站为径流式水电站!调节性能低576

!出现在丰

水期弃水!枯水期电力供应不足的现象(在枯水期#迎

峰度#夏高峰期等电力供应关键时间!还要依靠火电

保障四川省电力供应的安全" 根据$华中区域电力交

易与市场秩序监管报告')!4--年度*!!4--年四川省

拉闸限电 330条次!电量 -7)44千瓦时!主要是由于用

电负荷增长!全网枯水期普遍缺水#火电厂缺煤而造

成的"

类 别 项 目 !44( !441 !44) !440 !4-4

装机结构)2*

总装机容量)万千瓦* !43- 3-)( 3,4- 3-34 733,

水电占比 (-+44 (!+-, (3+,! (-+,3 14+)!

火电占比 30+44 31+), 3(+7) 3)+73 !0+44

发电结构)2*

总发电量)万千瓦时* --!4+3) -!!(+3- -!3,+1) -710+,, -143+)0

水电占比 (-+40 (3+!3 (1+(- (7+,0 ((+0-

火电占比 3)+0- 3(+11 3!+30 33+)- 33+-4

消费结构)2*

总消费量)万千瓦时* -4,0+77 --11+, -!-4+!0 -3!, -,70+43

农#林#牧#渔业)第一产业* !+3! -+,4 -+-) -+41 4+))

工业 1(+)3 17+7- 1!+,! 13+3! 1-+(3

建筑业 4+0, -+7! -+,, -+0 !+!-

第二产业 11+1) 1,+)3 17+41 1,+!! 13+)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03 -+() -+13 -+((

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 !+4) !+,1 !+)! 3+-0 3+41

其他 3+-! 7+7, 7+11 ,+- 7+0(

第三产业 (+), )+0, 0+!1 -4+4! 0+(0

生活消费 -3+4, -3+1! -,+17 -(+7( -,+,0

表 - $十一五%期间四川省电能生产与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四川统计年鉴#$!4418!'--%&'华中区域电力监管年度报告($!''18!'--%)

年份
能源消耗)万吨#亿立方米* "#!排放量)万吨* $#!排放量)万吨*

煤炭 燃油 天然气 燃煤 燃油 燃气 总量 燃煤 燃油 总量

!''( 3!),+!- 3+70 -)+(3 (7)3+1!( -'+(0, 7'(+),3 (0'-+!17 7+1)1 '+'-! 7+100

!''1 3!3)+00 -+13 -+)1 (30!+,'( ,+3'- 7'+)3) (73)+(7, 7+1!' '+''( 7+1!(

!'') !1!1+(' 3+-3 -!+0! ,3)3+!!- 0+,0- !)!+-,, ,(17+0(1 3+01, '+'-- 3+0)(

!''0 !0-,+!, 7+'' !-+)7 ,1,3+,(0 -!+!,1 71(+0,, (!7!+1)- 7+!7) '+'-7 7+!(!

!'-' !1)7+1) -+,- --+01 ,70(+'1! 7+(!1 !(-+7') ,1(!+-'1 7+',) '+'', 7+'(3

!'-- !0'!+,1 -+'- '+1- ,1!)+,77 3+'0, -,+,', ,171+-77 7+!3' '+''3 7+!33

表 ! 四川火电能源消耗及排放量!!''(8!'--"

数据来源!"四川统计年鉴($!''(8!'--%&"四川省*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

,)



的数据! 本文采用如下公式对中国碳排放总量进行估

算!"#

"$%

&

'!!

"

!#

"

#($

式#($中 )%

*

为碳排放量%!

"

为电力行业一次能源

的消费标准量%!

"

为 "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本文根据陈

诗一!+#采用的各类能源 )%

*

排放系数#原煤'折合标准煤

参考系数和 )%

*

排放系数分别为 ,-.(/0 1234512和 67890

12:1234% 原油 (-;6<+ 1234:12和 6-(;= 12:1234% 天然气

(->> 1234:?>和 @7+;6 12:1234$和 6,,+A*,@@年四川年火

电能源消耗计算'四川省电力行业 )%

*

排放量'见表 *&

*-B%

6

排放量

()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细则+指出'

B%

6

的排放量采用物料衡算方法进行计算"

$C%,#-&.(A"$ .6$

式.6$中'$代表核算期第 "台机组 B%

6

排放量%%

代表核算期第 "台机组发电.供热$煤炭.油$消耗量%B

代表核算期第 " 台机组发电.供热$煤炭.油$平均硫

份%#表示 B%

6

释放系数'燃煤机组取 (-8'燃油机组取

6-,'"表示第 "台机组的综合脱硫效率/ 根据0工业企

业节能减排主要指标解释+'标准煤的含硫率为 (-6D%

0华中区域电力监管报告+显示'近几年四川机组脱硫

效率平均为 E,D'最高可到 E<D'本文选取 E,D为平

均脱硫率'B%

*

排放量见表 *&

>7四川省火电排放分析

由表 *可知'*,,FA6,,<年四川省火电 )%

6

和 B%

6

排放量呈下降趋势'6,,<年火电 )%

6

和 B%

6

排放量下

降到历年最低点'一方面可能是受地震以及金融危机

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与火电工业关停小火电1采取了

一定的节能减排技术有关! 6,,E年火电 )%

6

和 B%

6

排

放又出现增长现象'可能与灾后重建和四川经济发展

有关'6,,EA6,((年火电 )%

6

排放量呈现下降趋势'而

B%

6

排放出现了波动!可以认为'四川省火电工业的节

能减排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节能减排工

作还出现反复'火电的节能减排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四川省火电工业 )%

6

排放是以燃煤排放为主'

6,,FA6,((年燃煤排放 )%

6

占排放总量的 E,D以上'燃

油和燃气排放 )%

6

占比非常小! 6,,FA6,((年燃煤排放

B%

6

占排放总量的 EED左右' 燃油排放 B%

6

占比非常

小'而天然气几乎不会产生 B%

6

! 因此'要合理的调整火

电的能源消费结构'主要是减少燃煤的消耗'减少 )%

6

和 B%

6

的排放'缓解四川省火电工业的巨大减排压力!

!四"消费结构有待改善

表 ( 同时反映了四川省2十一五*期间的电力消

费情况& 到 6,((年'四川省全社会用电量 (8/<-(=亿

千瓦时'比 6,(,年增长 (6-<=D%一1二1三产业和居民

用电占比分别为 ,-F=D18>-/>D1(,-/8D和 (=-//D

!8#

&

表 ( 显示'6,,<A6,(,年四川省用电量以工业为主的

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 比例高达 8>-</DA88-8<D&

6,,<A6,(,年四川省工业增加值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均

低于 (' 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企业用电量的

增长速度& 总体来看'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的波动幅度

较大'但大致趋势反映出工业的增长对电力的依赖程

度逐年增加 !<#

& 6,,<年受地震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工

业用电量出现大幅下降' 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为 ,-6<%

到 6,,E年'由于恢复重建和全国经济形势趋好'工业

生产得以快速增长'电力的消费也呈现出快速上升的

趋势%6,((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提升到 (-8<'工业对

电力消费的依赖程度陡然增高&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

深入推进'四川省能源消费结构也逐步向低碳清洁的

方向发展'工业发展对电力的依赖将更加强烈!8A<#

&

!五"补偿问题

四川省水电资源非常丰富' 已建成了 =,,千伏二

滩3洪沟1瀑布沟4东坡1色尔古4谭家湾1九龙4蜀州

.尖山$1康定4蜀州1平武4富乐六大水电集中送出通

道'雅安1甘孜1阿坝1凉山等地区水电已形成了远距离1

大容量送出的格局& 与此同时'四川跨省1跨区输电通道

的建设力度也在不断加强'随着 6,(6 年锦屏4苏南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的建成投运'已形成了"=,,千

伏德宝直流1"<,,千伏复奉1锦苏直流1=,,千伏川渝交流

的2三直四交*外送通道'川电外送能力大大加强!E#

&

四川省人民政府以2川府函!6,,<#6<, 号文*批复

0四川省建立水电资源有偿使用和补偿机制的试点方

案+' 方案规定水电资源开发补偿费由容量费和电量

费组成'容量费按审定装机容量每千瓦 (,,元在项目

核准前缴纳'电量费按电站发电销售收入的 >D征收&

随着以经济手段调节资源使用1 保护生态环境的推

进'预计国家将进一步对水电企业的成本费用进行调

节'以此补偿1支持资源地经济的发展'保护生态环

境& 但目前中央水电企业与省外企业占据了大部分资

源的开发与电能的销售'大大削弱了四川省及所在地

的权益和利益& 目前四川水电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利益

协调机制和补偿机制还不够完善'水电资源优势没有

转化为经济优势'不能有力地带动和支持地方经济的

发展' 甚至在水能资源富集区所在地原住居民出现

2资源诅咒*现象!6#!(,#

& 一方面'四川的水电资源大量外

送'另一方面'四川省电力需求增长需要的电量又不能

够充分保障& 例如'6,(,年四川省外送电量.含二滩送

重庆$为 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F6-6ED'为促进重

庆1华中以及华东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

四川省又高价外购电量 /E-><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D

!6#!((#

& 目前电力系统的调度机构设在国家电网

公司' 不但直接调度原国家电力公司厂网分开后的发

电厂'还规定地方不同投资主体投资建设的中型水电1

=E



地方骨干小水电只能直接并入国网实行只发不供!不

能并入地方网实行又发又供与国网余缺调剂!极力营

造独家买电"卖电的垄断经营格局# 由于买电"卖电都

受制于国网!造成了四川地方电网"电源由其任意代

管"上划"收购的局面!"#$

$

!六"脱硫#脱硝电价存在的问题

四川省电力工业脱硫电价标准偏低! 入炉煤含硫

量高于设计值! 现行 "%&分'千瓦时的脱硫电价难以有

效抵扣脱硫设备的高投入及高耗能给企业带来的成本

压力%由于电煤供应紧张!市场价格偏高!电煤煤质不

高!含硫量较高!导致脱硫成本高于脱硫电价标准的现

象比较普遍$ (#""年 ""月 ()日国家发改委开展脱硝

电价试点!目前华中区域仅四川为脱硝电价试点区域!

但是国家尚未出台脱硝装置投运上网电价加价政策或

在电量安排方面的激励政策$

三#基于低碳发展的电能结构调整与

优化的路径

&四川省'十一五(能源发展规划)指出!电力行业

实施'大枢纽"大电网"大平台(战略!加快建设坚强智

能电网%大力优先加快水电科学发展!建成全国重要水

电基地$ 优化发展煤电! 提高煤电技术环保水平和经

济性%鼓励煤电联营和煤电一体化$ 到 (#"&年有调节

能力的水电站占水电装机容量的比重提高到 *#+!*#

万千万以上煤电机组占煤电装机容量的比重达到 &#+$

因此!四川省电力工业电能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必

须增加清洁能源的发电比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

能源消费"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提高节能水平!从总量上

减少 ,-

(

".-

(

等污染物的排放% 要以大力发展水力发

电为核心内容! 火力发电为辅! 天然气发电为重要补

充! 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等进行电能结构调整与优化
!""$

%提高煤炭利用率!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优化化

石能源结构实现电力工业低碳发展$

!一"拓展水力发电

水电是具有大规模开发条件的清洁可再生能源!

开发水电是减排温室气体的重要措施!"($

$ 四川省应该

在解决好移民和环保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拓展水力发

电$一是以政府牵头"企业为主体做好水力发电的近期

及远期规划!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水电建设进行指导%

二是加快水电设备制造技术的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提

升水力发电机组的制造水平!提高国内和国际竞争力!

壮大大型水电制造产业% 三是做好大型水电站群的优

化规划! 掌握流域梯级水电站多目标联合运行及优化

技术%四是大力发展有调节能力的水电站$

!二"适度发展天然气发电

天然气是清洁的化石能源! 且四川天然气资源丰

富%天然气发电具有环保"高效"节能"安全"启停方便"

机组运行灵活"调峰作用明显等优点$相对于燃煤电厂

而言!天然气发电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小!其中 .-

(

和固

体废弃物排放几乎为零! 温室气体排放比燃煤发电少

&#+!/-0少 *1+!2.3少 1&+!占地面积少 &#+!耗水

量少 1&+!具有极大的生态效益!"4$

$ 因此!要适度发展

天然气发电!为电力行业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

效率"保证能源安全"保护环境"促进节能减排!推动电

力工业低碳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

通常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低污染"高效率的优点!

是从发电行业源头上实现低碳的重要措施! 在开发和

利用上具有巨大的潜力$ 要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进行

关键技术的创新以及做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配套工

作!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向产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四川节约能源'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指出!四川省到

(#"(年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其中风电 "##万千瓦!

太阳能 4#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 1"万千瓦%这一规划

对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了基础! 将进一步推动电

力行业的污染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四"缩减煤电发电

虽然四川省水电占主导! 但是火电具有重要的调

峰作用$ 煤电产生大量的污染物和废弃物而且转化为

电能的比率低!不但对环境造成污染!而且增加企业的

间接成本%另外由于煤炭的不可再生性!都不利于火电

的低碳发展$ 因此!要稳步发展火电!缩减煤电发电!通

过淘汰小火电机组!提高煤炭利用率和热效率!使发电

煤耗系数大大降低$ 但也要看到!随着火电装机容量的

增加!煤炭消费量也在增加!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碳减排

的任务!"($

%因此!还要适当增加油电+气电!调整火电内部

结构$ 随着小火电机组的关停并转!发电企业依靠化石

能源节能减排创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是实现低碳发展

的必然选择!"5$

$例如!引进和推广使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大容量"高参数的机组!掌握 *##!超临界发电机组高

温材料技术%火电发电引入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继

续研发电力环保技术!如开展 ,-

(

捕捉技术和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等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火电的减排潜力$

四#低碳经济视角的电能结构调整与

优化对策与建议

!一"政府及政府主管部门层面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制定科学" 合理的电力

行业发展规划!做好包括水电"火电"核电"可再生能源

发电等在内的电能结构调整与优化部署% 特别是在批

准建设大型水电站的同时! 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水电资

源开发区的扶持力度!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

*#



和补偿机制!并进一步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创新水电移

民工作思路"解决好水电移民安置问题"以水电相关产

业的发展带动移民脱贫致富" 促进水电资源开发区发

展# 可以出台直购电试点$ 电价优惠和补偿的相关政

策"支持四川省内符合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科技含量

高$经济效益好$电价成本比重高的重点高载能企业通

过直购电试点或电价优惠消化富余电量!"#$!"%$

"确保最大

限度利用水力资源"减少燃煤消耗"降低污染排放# 政

府也应该加大对先进的清洁发电技术的扶持力度"从

发电来改变传统的电能结构# 基于发展低碳经济和节

能减排的强制性政策要求" 四川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要逐步减少高耗能重工业"积极向第三产业发展"降低

第二产业尤其是高耗能工业的电力需求量" 从而降低

整体能耗水平#

此外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组织好并网发电厂运行考

核和辅助服务补偿工作# 根据 %华中区域电力监管年

报&'&#"#年("自 &#"#年 '月四川省正式按照华中区

域)两个细则*要求对直调电厂实施考核'补偿("四川

省 %("&月总的考核电量 &)'亿千瓦时"原始考核金额

*+%,)-万元" 补偿金额 ",../,.万元" 实际考核金额

",../,.元"分摊金额为 ## &#""年"四川省全省 ".,个

直调并网电厂参与了考核",&个电厂获得了补偿"全

年总的考核电量为 %/'"' 亿度 " 原始考核费用为

"/..%' 亿元"实际考核费用为 &#,*/+&' 万元"补偿费

用为 &#,*/+&'万元"分摊费用为 ## 通过运行考核"电

厂运行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另一方面通过公平透明的

补偿机制"补偿费用相对稳定"调动了电厂提供辅助服

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川电网运行控制水平和安全

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电力行业管理层面

"/进一步理顺跨区电能交易价格

%华中区域电力价格财务监管报告&'&#"" 年(显

示"跨区电能交易各环节"输电价格中除送出省电网公

司收取不超过 ,分输电费" 以及华中电网公司收取不

超过 &/+分输电费有正式文件批复外" 其余均无正式

批复文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目前的交易电量远远

大于当时的核价水平" 华中电网公司收取输电费 &/+

分0每千瓦时的价格明显偏高#

&/推进 123项目建设

&##. 年"国家电网公司以配变提前更换 123 项

目为重点" 积极探索开展 123工作" 并计划在 ,(%

年时间"更换能耗低的 "" 型变压器"减少能耗"折合

为碳排放指标"进行碳排放指标交易# &##.年项目通

过了公示" 并接受了联合国 123执行理事会制定的

审查机构 '德国北德认证有限公司( 的现场审定#

123项目不仅可以引进先进的发电技术" 而且可以

获得一定的资金# 在电力行业推进 123项目" 是优

化四川电能结构$实施电力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 这

方面四川虽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但仍然存在相当

大的问题" 如 123项目弄虚作假被取消等# 四川电

力工业应该积极推进 123 项目的相关认证工作"培

养相关人才" 争取在联合国 123执行理事会注册成

功更多项目#

,/开展清洁生产和能效水平对标活动

&##,年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了 %清洁生产标准+燃

煤电厂&"&##'年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火电行业清洁生

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和%关于印发重点耗能企业能

效水平对表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 !&##'$

&+&.号("四川电力生产企业"特别是煤电企业应该也

必须按照上述国家标准和有关指标体系" 大力推进火

电行业清洁生产和能效对标活动" 指导企业节能降耗

和同业对标"促进企业从源头和生产过程控制污染"实

现节能减排#

!三"发电电力企业层面

"/提高电煤质量!加强电力企业安全管理

因煤量供应紧张"煤质普遍较差"导致四川省电力

机组非计划停运较多" 发电机组非计划停运既是安全

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体现了发电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

理水平# 资料显示"&##.年 "#万千瓦级及以下机组非

计划停运台次较多" 总计损失电量 "*/#- 亿千瓦时!

&#""年 ,#万千瓦级机组停运 %#次"-#万千瓦级机组

停运 ,%次"总计损失电量 "*/#-亿千瓦时# 因此"四川

省发电企业要做好安全可靠性指标管理" 从思想上和

行动上认真执行杜绝机组非计划停运的各种管理措

施"确保机组安全$经济$稳定运行!"-$

#

&/实施技术创新!淘汰落后产能

电力企业应该和科研$ 院校合作研发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机组设计$制造和运行技术"以科技带动电力

工业技术进步"建立以政府引导$电力企业为主体$电

力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电力技术创新体系"促进

节能减排# 大力开展火电机组低能耗技术和资源化利

用研究$火电环保循环利用技术研究$开展多污染物协

同控制技术研究等# 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小火电机组!

提高机组运行效率$使用清洁燃料"提高电力系统整体

效率"减少火电等机组升降出力次数或启停调峰次数"

努力降低发电和供电煤耗" 在每一个环节都能做到坚

持电力的低碳发展#

!四"电力市场交易层面

发电企业是碳交易中最活跃的市场主体" 不同发

电机组的碳排放强度不同" 也将为各类机组带来不同

的碳成本或收益"从而改变电力企业之间的利益格局"

对电力市场的运行环境$ 市场格局与均衡状态产生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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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影响XYZ[

" RFYF年四川省外送电量 YCR亿千瓦时#不

包括二滩送重庆电量$% 同比增加 ZZND\& 外购电量

D]NE^千瓦时%同比增长 Y_FN__\&净外购电量为负值%

由于目前发电排放的生态补偿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尚

未建立% 这不利于四川电力工业的节能减排工作" 因

此%要积极开展跨省电量交易%减少外送电量%多余水

电电量省内消化%减少火电以及外购电"

另一方面%需要强化发电权交易" 根据电力市场

交易年报%RFFZ 年全国共有 RE 个省份开展了发电权

交易%累计完成交易电量约 _DF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

约标煤 CRF万吨%减少 2.

R

排放 YD万吨" RFFZ年通过

水电机组代替部分火电机组发电 YEN^E 亿千瓦时%四

川累计节约标准煤 __NER 万吨% 减排 YNCC 万吨 2.

R

"

RFF]年四川发电权交易电量为 RRNY_亿千瓦时%节约

标准煤 Z]NZD万吨%减排 RE]NRR吨 2.

R

%减排 RFZNER万

吨 S.

R

" RFYF年四川省直购电交易试点政策暂停%交

易电量大幅减少" 因此%四川省电力工业要探索适宜

自身发展的电力交易模式% 构建以中长期交易为主'

灵活调节交易为辅的电力交易机制%提高电力市场的

竞争性%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电力市场交易和碳交易

的协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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