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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2021年的电力供给短缺、2022年极端酷暑天气下“汛期反

枯”的严峻考验后，对于这个冬季的电力保供，各级政府、发电企

业、电网企业等都已早做部署，多方合力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迎峰度夏、迎峰度冬已成为电力

行业每年必须面对的两次大考。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相对

往年，这个冬季不会太冷，但考虑到

疫情防控优化调整后经济复苏带来的

电力需求增长，冬季保电压力犹在。

在经历了2021年的电力供给短

缺、2022年极端酷暑天气下“汛期反

枯”的严峻考验后，对于这个冬季的

电力保供，各级政府、发电企业、电

网企业等都已早做部署，多方合力确

保群众温暖过冬。 

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对气温

最为敏感
国网能源研究院经济与能源供需

研究所所长郑海峰分析认为，夏季降

温用电需求、冬季采暖用电需求都在

持续增加，纵观夏季和冬季用电负荷

数据，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对气

温最为敏感。

根据中电联统计与数据中心发布

的2022年1～11月用电数据，第一产

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1.3%，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

率为3.5%；第二产业用电量占全社

会用电量的比重为66.0%，对全社会

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27.8%；第三

产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17.3%，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

为20.2%；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占全社

会用电量的比重为15.4%，对全社会用

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这组数据

也说明，迎峰度夏和迎峰度冬，保民

生用电是电力保供的重点。

夏季降温用电需求大，用电负荷

中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比重较春秋

季明显上升。根据中电联发布的数据，

2022年6～8月，全国第三产业和居民

生活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6.0%，

分别高于2022年4月和10月7.5、6.4个

百分点。分区域看，气温越高，夏季用

电需求越大，各区域夏季用电负荷与当

年的气候状况紧密相关。

2022年夏季，国家电网公司经营

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最大

负荷同比增速超过10%。分区域看，

华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电网

最大负荷均创历史新高，华北、华

中、西南电网负荷同比增长较快；南

方电网公司经营区气温偏高的程度相

多方合力，度冬保电
文／ 本刊记者   张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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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小，最大负荷同比增速为3%。

冬季采暖用电需求大，冬季用电

负荷中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比重

较春秋季明显上升。据中电联发布的

数据，2022年1～2月，全国第三产业

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

重为36.3%，分别高于2022年4月和10

月7.9、6.8个百分点。分区域看，电采

暖是华东、华中、西南电网地区冬季

的主要采暖方式，采暖用电负荷占冬

季最大负荷的比重高于集中供暖的东

北、西北电网地区；华北电网地区大

力发展清洁供暖，采暖用电负荷总体

呈上升趋势；南方电网地区冬季气温

相对较高，采暖用电负荷规模较小。

夏冬保电规律有相似，亦有不同
对于冬季用电和夏季用电规律的

差异，郑海峰也进行了分析。

一是相对于夏季，冬季采暖负荷

成分更加丰富、地区差异更加明显。

各区域夏季降温负荷主要是空调用

电；南方采暖负荷主要是空调、“小

太阳”、电热毯等，北方近年来随着

夏季降温用电需求、冬季采

暖用电需求都在持续增加，

纵观夏季和冬季用电负荷数

据，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

电对气温最为敏感。

2022年12月28日，江西吉安，国网永丰县
供电公司巡线员使用望远镜观察输电线路状
况，全力确保寒冬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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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改电”的推进，采暖负荷除了空

调，还有热泵、电锅炉等。二是冬季

用电负荷预测难度通常高于夏季，不

同年度冬季气候特征差异明显，气温

变化幅度高于夏季，导致冬季负荷波

动性大、各年增速有正有负。

迎峰度夏期间“负荷增长快、发

电受阻高、灾害风险大”，电力保供

压力巨大。在电力供给方面，迎峰度

夏期间要千方百计提高发电能力，各

类型机组“应开尽开、应发尽发”。

保障电煤供应，降低煤电非计划停运

与出力受阻；气象、水利、电力部门

形成合力做好汛期水电的来水滚动预

测和优化调度；提高风电、光伏等新

能源的预测精度，提升新能源的电力

保供能力；提前制定针对自然灾害和

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做好突发事件

的监测预警，降低发输变电设备的运

行风险。

保障冬季供电，需要上、中、下

游多个环节共同发力：在一次能源供

应环节，要充分发挥煤炭的“压舱

石”作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

力推动煤炭稳产增产，要充分挖掘潜

力，积极推动天然气增储增产，着力

稳定能源价格，加强电煤中长期合同

签约履约监管；在发电环节，应严格

机组涉网管理考核，提升机组发电能

力，推动新增支撑性机组并网，做好

水电和新能源发电预测；在输电环

节，加强全网统一调度管理，发挥大

电网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优势，通过

市场机制引导供需双方参与电力保

供；在用电环节，按照“需求响应优

先、有序用电保底、节约用电助力”

的原则，扩大需求响应规模，提高有

序用电的规范性和精准性。

郑海峰进一步分析了受冬季气温

影响，冬季保电尤其需要采取的一些

措施。

迎峰度冬期间，电力供给除了要

有迎峰度夏期间的措施外，还要做好

新能源机组的运行维护，降低大范围

寒潮导致光伏出力受阻、风机停机等

带来的供应不足影响；防范暴雪、冻

雨对输电线路及关键枢纽变电站等造

成的冲击；大范围寒潮天气下，居民

用气需求大，可能导致天然气机组

“供气不足、无气可用”，应着力保

障发电用气。

比如，11月27日，吉林省吉林市

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 国网吉林供

电公司组建12支共计178人的抗寒“特

战队”，对吉林市16座220千伏变电

站、155座66千伏变电站和输配电设备

开展巡检工作，保障设备安全运行。

11月28日，大雪过后，国网海北供电

公司组织员工迅速开展重点线路特巡

特护，检查线路设备覆冰、线路通道

受降雪影响情况。贵州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运用防冰预警监测、融冰装置等

手段，应对冬季低温雨雪凝冻天气，

保障电网安全平稳运行……

上下联动，确保今冬电力供给
虽说这个冬季不太冷，但由于气

候系统已经出现复杂性特征，特别是

2022年夏季出现全球性极端高温，不

排除今冬发生极端寒潮天气的可能，

若如此，用电负荷仍有可能高速增

长。

就这个冬季而言，随着取暖电器

和热泵等设备进一步普及、天然气气源

紧张导致电采暖相对经济性上升，用电

量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也会带动民生用能增长。

在经历了2021年和2022年夏季的

保供大考后，电力行业进一步增加了

应对经验。

一是发电侧项目核准节奏加快。

信达证券研报显示，自2021年年初

以来，煤电项目核准进入相对停滞状

态，2021年9月底全国多地出现电力

短缺后，煤电项目核准重新提速，

2021年第四季度核准项目装机达 11

吉瓦。煤电项目核准的快节奏在2022

年持续保持，第三季度核准煤电项目

装机28.7吉瓦，10月单月新增核准项

目装机15.12吉瓦。国家能源局发布的

数据显示，2022年1～11月，全国主

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5525亿

元，同比增长28.3%。其中，太阳能发

电2000亿元，同比增长290.1%。可以

看到，无论是煤电项目还是新能源发

电项目，都保持了扩建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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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一些新设机构出现，强化

电力供给保障。比如，2022年9月26

日，经省能源局授权，吉林省电力保

供监督中心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

司正式揭牌成立；2022年12月20日，

中电联成立电力应急管理分会。

对于冬季电力保供，从国家发展

改革委到国家能源局再到电力企业，

自上而下都在精心准备。

2021年和2022年夏季严峻的电力

供给形势，突出证明煤电在我国电力

供给中压舱石的作用。2022年以来，

国家发展改革委多次强调煤炭增产保

供，并陆续核增新煤矿产能。2022年

前10个月，煤炭主产区山西、陕西、

内蒙古和新疆四地原煤产量分别增长

7.9%、6.5%、13.6%和29.6%。9月以

来，国内统调电厂的存煤保持在1.7亿

吨以上，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国家能源局于2022年11月28日

发布《关于积极推动新能源发电项目

应并尽并、能并早并有关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电网企业在确保电网安

全稳定、电力有序供应前提下，应对

具备并网条件的风电、光伏发电项目

及时并网，不得将全容量建成作为新

能源项目并网必要条件。其目的就是

发挥新能源在“迎峰度冬”期间的保

供作用。

备足冬季燃煤是诸多电力央企迎

峰度冬的底气。

比如，中国大唐将提升电煤库存

摆在能源保供工作的重要位置，落实长

协煤合同覆盖率、价格到位率和兑现率

“三个100%”，全力增库存保供应。

电网企业则是全力以赴保安全、

保供电、保稳定。

比如，2022年11月26日开始的首

轮寒潮，导致新疆、甘肃等地最低气

温下降近20摄氏度，西北大部分地区

降温幅度超过10摄氏度。寒潮期间还

伴有雨雪天气，给电力保供带来挑战。

国网西北分部动态跟踪天气变化情况，

开展新能源10天理论功率预测，累计

安排13台总功率641万千瓦的常规机组

启停，确保系统备用足额留取；应用一

体化安全智能管控平台，加强新疆、甘

肃河西、陕南等重点地区的恶劣天气预

测预警，提前编制反事故预案13项，

防控电网风险；滚动做好全网及分区平

衡校核，严格监控系统频率、关键断面

潮流、中枢点电压，确保留足电网安全

裕度。针对区外受寒潮影响可能出现电

力供应紧张的情况，国网西北分部细致

梳理西北电网11条直流外送通道运行

情况，督导相关单位运行维护好直流换

流站、输电线路和配套电源等，提前做

好支援准备。

度冬保电是电力行业的年度大

考，需坚持各级政府是主管家、电力企

业是主力军、电网企业是排头兵、电力

用户是主人翁的定位，多方合力才能确

保电力可靠供应，从而交出一份让全社

会满意的答卷。

备足冬季燃煤是诸多电力央

企迎峰度冬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