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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在过去数月中，低调的

能源行业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9月25日，中国银行公开表示，

将不再向境外的新建煤炭开采和新

建煤电项目提供融资。这是对四天

前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国

家领导人关于“中国将大力支持发

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

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表态的及时跟

进，同时也被认为是对某些别有用

心的以碳排放问题攻击中国势力的

回应。此时中国从这一领域抽身而

退，将成为引领全球遏制煤电发展

势头的一个风向标。

除此之外，煤电成为部分经济

学者眼中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升

级的“利器”，某些自媒体眼中“对

抗国际压力、应对金融风险的秘密武

器”……

分饰多角，关于煤电的概念自然

也就有些混乱。“双碳”目标下，是

否意味着煤电企业的结局已经注定，

风电与光伏作为替代者能否风光无

限？只有厘清底层逻辑，这些问题才

会拨云见日。

根源：供需失衡 
9月初，一份电力行业11家公司

发布的“请示”见于网络，其内容

提及“京津唐电网燃煤厂成本已超

过盈亏平衡点（仅考虑燃料成本情

况），与基准电价严重倒挂，燃煤

厂亏损面达到100%。煤炭库存普遍

偏低，煤量煤质无法保障，发电能

原料端收紧已成事实，电力供给端动力自然不足。从系统角度，需

要在统筹平衡、功能互补的前提下，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灵活

性调节资源补短板并重、水核风光储等各类电源协同发展。

力受阻，严重影响电力交易的正常

开展和电力稳定供应，企业经营状

况极度困难，部分企业已出现了资

金链断裂。”

这一举动表明 ，煤电矛盾已经到

了必须正视的时候。

目前我国存煤量低、煤价高企是

不争的事实。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9月

3日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煤炭经济

运行情况通报》显示，2021年上半年

煤价始终高位运行，6月末，全国煤企

与主要港口存煤均有大幅下降；全国

火电厂存煤约1.1亿吨，同比减少2100

万吨。除了国内的煤炭生产供应受限

外，今年以来进口煤炭也量减价升。

来自海关总署9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口煤炭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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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同比减少10.3%，进口均价每吨

为560.7元，同比上涨13.4%。原料端

收紧已成事实，电力供给端动力自然

不足。

而在需求端，东南亚疫情导致

的大规模停产，让许多国际订单又重

新选择中国，进而刺激企业的用电量

上涨。用电量的增长成为煤电矛盾在

这个夏天集中爆发的诱因，来自国家

发展改革委的信息显示，今年入夏以

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创下新高。7

月14日，全国日用电量刷新了历史纪

录，比2020年夏季的最高值增长超过

10%。中电联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16.2%，全国规模以上火电发电量同比

增长15％。一边是用电需求增速比发

电增速多，且需求不断增大；另一边

是煤电企业经营困难、产能下降，发

电量不断降低。“有序用电”在过去

两个月中成为高频词汇。

煤电联动机制退出历史舞台后，

尚未理顺的电价机制使得位于产业链

中游的煤电企业，没有能力将来自上

游煤企的成本增长顺利传导到下游用

户，它们又一次陷入集体亏损的困局。

显然，在经济学层面，煤电问题

的底层逻辑，不过是最基本的供需关

系不平衡导致的供需矛盾凸显，从短

期来看，限电控产、遏制需求可以作
安徽淮南，中安联合原料煤仓堆取料机在进
行配煤作业，为煤气化装置提供生产原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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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暂时性的解决方案；而长远来看，

实现电价市场化、满足能源供应，才

是发展正途。

角色：保供与减排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多家

能源央企规划了自身实现碳中和的时

间表和路线图，纷纷加速向清洁能源

“切换频道”。国家能源集团提出，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达到7000

万～8000万千瓦；大唐集团表示，到

2025年非化石能源装机超过50%，提

前5年实现碳达峰；华能集团将全力

打造新能源、核电、水电三大支撑，

积极实施减煤减碳；三峡集团确定

2040年实现碳中和……目前，煤电在

我国电力装机中比重最大，碳排放量

也占据大头，势必受到冲击，很可能

未来在我国能源体系中从主角变成配

角。

但从消费结构上看，目前我国的

电力供给中火电发电量占比约68％，

水电占比约18％，风电、太阳能发电

合计占比约10％，核电及其他形式发

电占比约5％。有调查显示，随着新

建煤电项目的减少，中国煤电发电量

将于2027年达到峰值，此后便缓慢下

降。到2050年，中国煤电出力在整体

发电量中只占据15%的份额。

随之改变的，还有能源产业结

构与工业体系。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中

心，工业生产超过80%的电和热是由

燃煤锅炉提供的，牵涉工业改造的方

方面面。目前来看，清洁能源很难在

短时间内取代煤电。 

此外，煤电在基本负荷保底、热

力可靠供应、低耗高效、可靠备用等

方面仍具有无可比拟的技术和经济优

势，“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不

可替代，必将担当“保供和减排”双

重角色。

究其原因，一方面，煤电行业

目前仍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现实需

求，战略地位不可撼动；另一方面，

煤电所拥有的灵活调节能力，已经被

证明是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并网运营的

基础。这两方面决定了，即便在未来

从主角变成配角，煤电依然有着属于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增速月度走势图

我国煤炭进口月度增速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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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天地。

业内专家对此表示：“与常规

电源相比，新能源出力具有显著的间

歇性、波动性、随机性特征，构建以

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需要

在统筹平衡、功能互补的前提下，明

确各类型电源发展定位，实现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与灵活性调节资源补短板

并重、水核风光储等各类电源协同

发展，构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供应体

系。” 

目前较为理想的预期是，随着清

洁能源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风电、光

伏挑起未来中国电力系统的大梁，煤

电从主力能源变为调节性能源，在这

个过程中，煤电行业通过技术升级、

减排和灵活性改造、市场化整合，重

构煤电产业链体系，在未来的新型电

力系统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电源作

用。

风光：早担大任 
作为接班人的风电与光伏，真的

做好撑起中国能源体系的准备了吗？

一组数据清晰地表明，现实并不

乐观。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2021

年1月7日的寒潮用电负荷高峰中，全

国用电负荷高峰为11.89亿千瓦，用电

高峰时段总计2.5亿千瓦的光伏装机出

力为0、风电出力也仅有装机容量的

10%，风电、光伏出力仅有不到3000

万千瓦，当日支撑用电负荷高峰的主

力是出力超过90%的火电和100%出力

的核电。        

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风电和

光伏装机总规模为5.3亿千瓦，发电

总量为7276亿千瓦时；煤电装机规模

为10.8亿千瓦，发电量超过了4.6万亿

千瓦时。装机规模接近煤电50%的风

电和光伏，发电量却只有煤电的不到

16%，效果堪忧。

风电与光伏，至少在目前仍稍

显稚嫩，无法实现立竿见影的效果。

好在距离“双碳”目标仍有足够的时

间，风电与光伏成长空间可期。

目前，在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地

区，风电或太阳能已是最低价的新建

电源。自2010年以来，风机价格已

下降49%，光伏组件和锂电池价格已

下降85%。彭博新能源财经预计，到

2050年，煤电发电量在全球电力系统

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37%下降到12%。

与此同时，石油发电将基本消失；风

电和太阳能发电量的占比将从目前的

7%增长到48%；水电、气电和核电的

市场占有率大致不变。已经有学者谏

言，风电与光伏产业应借“双碳”东

风，向电力主力军方向努力。

更何况，按照目前“双碳”目标

所引领的能源产业发展方向，大力发

展风电与光伏，对我国能源安全的作

用将不亚于巅峰时的煤电。2020年，

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达到73%，天

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超过3%。以2019年

为例，我国光伏产业中的硅片、电池

片和组件的产量分别约占全球总产量

份额的91%、79%和71%；风电整机制

造占全球总产量的41%。这意味着，

目前仍略显柔弱稚嫩的风电与光伏，

极有可能让中国主导未来的新能源时

代。

回头来看，这一轮的煤电矛盾，

隐藏着两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其

一，需尽快改革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

形成机制，这既需要决策层高屋建瓴

的规划与引导，也需要企业从市场角

度寻找解决办法；其二，经过这一轮

检验，风电与光伏还没有做好扛旗的

准备，接下来需要将重心放到提升能

源利用效率与资源合理配置上，避免

再出现用电高峰期出力不足的尴尬局

面。

好在距离“双碳”目标仍有

足够的时间，风电与光伏成

长空间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