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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加强能源供应保障措施的落地，电力和煤炭等能源供应紧张的

局势已得到有效缓解，但能源行业仍需高度关注能源供应问题，因

为与往年相比，今年冬季电力供需将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延续稳步恢

复态势，工业生产恢复较快，用电量

较去年同期有明显增长。国家能源局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全

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8254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2.2%。

然而，电力供需的错配使得多地

出现拉闸限电现象，局部地区还出现

了居民用电被拉闸断电的情况。尽管

目前国家已出台了多项能源供应保障

措施，但人们还是不免担忧：冷冬之

下，今冬明春的电力需求能得到保障

吗？

别样冬天
一般而言，迎峰度夏、度冬是电

力系统的用电高峰时段。今年以来，

电力供需持续偏紧，并呈现用电高峰

早和影响范围大的特点，尚未进入迎

峰度夏期，用电量即达上年迎峰度夏

峰值。迎峰度夏期间，华东、华中、

西南、南方等4个区域电网用电负荷6

次创历史新高。6月、7月全国最高用

电负荷分别达10.5亿千瓦和11.9亿千

瓦，接近我国火电总装机容量。据测

算，迎峰度冬期间最大负荷将达到10

亿千瓦。9月，受电煤供应紧张、电力

消费需求较快增长以及部分地区加强

“能耗双控”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

全国超过20个省份采取了有序用电措

施。

随着加强能源供应保障措施的落

地，电力和煤炭等能源供应紧张局势

已得到有效缓解，但能源行业仍需高

度关注能源供应问题，因为与往年相

比，今年冬季电力供需将面临新的风

险和挑战。

一是来水偏枯，水电出力将持

续走低。今年南方各流域来水普遍偏

迎峰度冬的应对之道“非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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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严重制约南方地区电力供应能

力。今年迎峰度夏到来前，除乌江流

域来水偏丰外，红水河、澜沧江、金

沙江来水均较常年偏枯20%以上，5

月底入汛前期，云南省各主力梯级水

电站均逼近死水位。迎峰度夏期间，

西南主要流域来水持续偏枯，叠加火

电大面积非计划停机减出力影响，各

主力水库水位及水电蓄能大幅低于计

划，四川省水电平均蓄能同比大幅减

少。由于主力水库水位和水电蓄能大

幅低于计划，为保障迎峰度冬电力有

序供应，避免电量缺口矛盾累积到汛

末和迎峰度冬期间集中爆发，南方电

网区域从8月中旬采取保水蓄煤策略运

行，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份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维持一定规模

的有序用电措施。西部流域来水持续

偏枯。

截至9月底，南方电网全网水电蓄

能465亿千瓦时，同比减少124亿千瓦

时。水电蓄能值同比减少，冬季降水

总体呈偏少特征，水电出力将持续走

低。进入10月，水电出力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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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10月份，水电发电量降幅扩

大，为-11.9%，降幅比上月扩大11.6

个百分点。

二是煤炭供应紧张，煤电有效出

力不足。今年以来，受煤价上涨、供

应收紧的影响，煤炭供需形势极其紧

张。前三季度，生产原煤29.3亿吨，

同比增长3.7%，而火电发电量同比增

长11.9%。煤电发电能力受到很大的制

约，导致有效出力不足。

10月份以来，国家相关部委连续

密集出台保供措施，产运需各方共同

发力增加市场供应。根据国家发展改

革委11月22日信息：“11月份以来，

全国统调电厂日均供煤达到810万吨，

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30%，近期连续

数日突破900万吨，最高达到943万吨

历史峰值。电厂供煤大于耗煤日均超

过170万吨，最高达到293万吨，存煤

水平进一步提升。”

经测算，综合考虑今年四季度

经济及用电仍有一定增长、水电出力

少于上年、各环节库存过低基本无缓

冲、进口煤增加有限等情况，四季度

月均产量需达3.8亿吨，折合日均产量

1267万吨。根据当前的供煤水平，11

月底全国电厂存煤或将突破1.5亿吨，

与去年同期水平相当，考虑到冬季大

概率的多轮寒潮以及传统出口旺季，

煤价高位波动的支撑依然较强，在继

续保持当前供煤水平的同时，还要引

导煤价向合理区间回归，保障煤电发

电有效出力。

此外，全球天然气价格暴涨创近十

年新高，国内燃气发电成本已超1元/千

瓦时，四季度广东燃气存在12.4亿立方

合同量缺口。随着北方供暖季到来，若

煤、气北调支援，火电发电能力将进一

步受限。

三是新能源比重不断提高，但发

电量有待提高。截至2021年10月底，

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

容量合计10.2亿千瓦，占电力总装机

容量的比重提升至44.3%，较去年同期

提高2.9个百分点。同时，并网风电、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分别为3.0亿千瓦和

2.8亿千瓦，合计占全国发电总装机比

重为25.3%，合计发电量仅为11.6%。

同时，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快速

增长，使得电力电量波动性平衡难度

持续加大，新能源出力高时电网调峰

困难。清洁能源高比例接入从根本上

改变了电网“源随荷动”的基本平衡

模式，电网出力不稳定性有所增加。

四是罕见低温寒潮。根据美国国

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与中

国气象局预测，我国冬季将再次进入

拉尼娜状态，大概率出现“冷冬”。

伴随拉尼娜预警，国庆后一周迎来全

国性大范围降温，且降温幅度高于

2020年同期。2021年10月11日，北

京、石家庄、济南、合肥、武汉、南

京、长沙、南昌等18个大城市最低气

温创下半年以来新低，多地气温连续

低于上年同期。

拉尼娜气候可能加剧市场对冬季

能源短缺的担忧。若今年冷冬预期兑

现，海外天然气及取暖油需求或将进一

步上升，推升国内煤炭和天然气价格。

应对之策
保障电力燃料方面。继续加快稳

产、增产政策落地，协调推动符合条

件的新增和核增产能煤矿尽早投产，

切实增加煤炭产量。进入10月份之

后，随着供暖季逼近，保供重要性更

加突显，从国家到地方，从企业到各

路局、港口纷纷进一步采取措施保障

煤炭供应，预计煤炭产量将有明显增

加。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经

严格安全评估，9月份以来允许153座

煤矿核增产能2.2亿吨/年，相关煤矿

已陆续按核定产能生产，四季度可增

产5000万吨以上。将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的38座建设煤矿列入应急保供煤

矿，允许阶段性释放产能，合计产能

1亿吨/年。为60余座煤矿办理接续用

地手续，确保1.5亿吨/年以上产能稳

定释放。

以上保供政策正在发挥作用，近

日全国煤炭日产量超过1150万吨，比

9月中旬增加120万吨以上，其中晋陕

蒙日均产量为860万吨，创今年以来新

高。随着煤矿核增产能进一步释放、

建设煤矿逐步投产、临时停产煤矿

复产，煤炭产量有望进一步增长，发

电供热和民生用煤需求将得到有效保

障。



/ 51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1 / 12

加强电力负荷侧管理方面。电

源和负荷的双波动性将成为未来电力

系统的重要特征，“源随荷动”的传

统电力控制方法要随之产生根本性变

化，对电力负荷侧的管理必然要上升

至更重要的地位。深入挖掘可中断、

可调节负荷资源，将电动汽车、储

能、微网等新型能源设施纳入资源池

中，成为电力供应的有益补充。

应急备用电源和能源储备能力

建设方面。储备能源是安全稳定供应

的“压舱石”。应系统推进电力调峰

和备用电源能力以及煤炭储备能力建

设，加快储气设施及储气项目建设，

充分发挥现有储气库、LNG储罐作

用，为电力迎峰度冬电力供应提供有

力支撑。

此外，为保障能源平稳供应，还

有四点需要注意。

一是科学研判能源需求，加强预

测预警，做好供应保障。密切跟踪经

济及气候变化情况，做好电力负荷、

电煤供耗存等情况监测，发挥协调联

动工作机制作用，发挥上下游及电力

各环节的协同配合作用。通过优化电

网运行方式安排、积极争取外电、努

力协调电煤、天然气供应等多种手段

保障电力稳定可靠供应。

二是妥善处理能源双控与经济增

长、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能源结构

调整要与经济转型发展的步调一致，

速度不相适应则引发严重后果，要么

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要么能源资源被

极大浪费。依据经济发展的目标，不

断优化能源双控指标，合理制定减碳

的路径、能源结构转型的方式，才能

保障经济稳定前进。

三是统筹电力保供与碳减排，充

分发挥煤电基础托底作用。按照“双

碳”目标要求和减排时间表，在保证

能源电力行业总体稳定发展的同时，

合理控制和压缩煤电新增规模，尽早

实现煤电发电量达峰，随后有计划、

有步骤退出。在此过程中，应根据我

国经济发展趋势和能源资源的客观实

际，科学设计路径与幅度，协同煤电

与新能源发展一退一进的节奏，煤电

最高限度地为新能源发展拓展电力和

电量空间，发挥辅助性电源作用，最

大限度地为碳排放压缩数量和减排时

间，发挥主力军作用。但我们也要清

醒的认识到，在较长一段时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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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的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煤电的“压

舱石”和“稳定器”作用不可替代。

四是统筹各电源建设，保障有效

发电能力，防范电力短缺风险。

“十四五”期间，宏观经济还将

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应根据电力消

费增速，合理安排各品类电源建设，

保障发电有效出力满足最大负荷的增

长，保障电力供需平衡，避免电力供

应形成硬缺口。

（作者系国务院国资委中国大连高级经理
学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