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靖安县得益于环保节能意识增

强和国家对节能灯具的推广政策，目前

大 力 发 展 绿 色 照 明 产 业 ，取 得 良 好 成

效。靖安县设立“绿色照明产业基地”，

吸引六家绿色照明关联企业落户，以及

十家相关联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入驻。在

“把关环保、国家支持产业”的原则下，设

立高入驻门槛，预计今年主营业务收入

可达 5 亿元，绿色产业为当地的环境保护

工作提供保障。

图为江西靖安县绿色照明产业基地

内，工人在组装节能灯具。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江西靖安：

节能灯推广政策
推动绿色照明产业

电力资讯

7 月 4 日，世界最大水电站——三峡电

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至此，经

过 10 多年的安装、调试，三峡电站全部机组

投入运行。

三峡电站是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的水

电站，包括左岸和右岸电站 26 台机组（单机

容量为 70 万千瓦）、地下电站 6 台机组（单

机容量为 70 万千瓦）、电源电站 2 台机组

（单 机 容 量 为 5 万 千 瓦），总 装 机 容 量 为

2250 万千瓦，年最大发电能力约 1000 亿千

瓦时。

2003 年 7 月 10 日，三峡工程首台机组

——2 号机组正式投入运行。2005 年 9 月

16 日，三峡左岸电站最后一台 70 万千瓦机

组——9 号机组投入运行。至此，三峡左岸

电站 14 台 70 万千瓦发电机组提前一年建

成投产。

2007 年 6 月 11 日，三峡右岸电站 22 号

机组正式投产运行，成为三峡右岸电站第

一台投产运行的发电机组。2008 年 10 月

30 日，三 峡 工 程 右 岸 电 站 最 后 一 台 机 组

——15 号机组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三峡

工程初始设计的左右岸电站 26 台机组全部

投产运行。

2011 年 5 月 24 日，地下电站首台机组

——32 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2012 年 7 月

4 日，地下电站最后一台机组 27 号机组正

式投入运行。

三峡电站供电范围包括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重庆、广

东 10 个省市。自 2003 年 7 月 10 日三峡电

站第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以来，截至今

年 7 月 4 日，三峡电站发电量累计超过 5600

亿千瓦时，相当于替代消耗了近 2 亿吨标准

煤，减排二氧化碳 4 亿吨、二氧化硫 500 多

万吨。依靠着滚滚东流的长江水，三峡工

程以清洁能源“点亮”了半个中国。

除了发电效益外，三峡工程防洪、航运和

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也已全面发挥出来：

——2010 年汛期，三峡工程通过拦蓄

控泄功能，实现拦洪 266 亿立方米，成功经

受了建库以来最大洪峰的考验。

——三峡水库蓄水到达 175 米水位后，

显著改善了宜昌至重庆间的通航条件，航

运成本比兴建三峡工程前降低三分之一左

右，自 2003 年蓄水以来，三峡枢纽货运通过

总量达 6 亿吨。

——三峡水库充沛的淡水资源是我国

重要的战略水源地，在调节江水盈亏、解决

华北地区缺水等方面也将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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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点亮”半个中国
总装机容量为2250万千瓦，年最大发电能力约1000亿千瓦时

■ 林 晖 本报讯 国家电监会日前发布的《电

力监管年度报告（2011）》显示，我国电源

投资 5 年来首现负增长，火电投资额持续

下降。

报告显示，2011 年我国电力投资 7393

亿元，已连续两年下降。其中，电网投资

3682 亿 元，仅 次 于 2009 年，同 比 增 长 了

6.79%。电源投资 3712 亿元，同比下降了

6.48%，为近 5 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电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2012年夏季高

峰期间，全国供需电量平衡，部分地区、部分

时段电力平衡偏紧。受电力装机增长较快、

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限制等因素的影响，东北、

西北、华北的内蒙古、华中的四川、华东的福

建预计存在一定程度的电力富余能力。

报 告 预 测，2012 年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达

5.1 万 亿 至 5.15 万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8.5%至 9.5%，全年最高用电负荷 6.8 亿千

瓦，同比增长 11.3%。预计 2012 年全国新

增发电装机规模约 9000 万千瓦，发电装机

总量将突破 11 亿千瓦。 （刘虎明）

去年我国电力
投资7393亿元

本报讯 从 7 月 1 日起，日本开始实施

中长期能源政策之一的《自然能源固定价

格收购制度》，并计划于 8 月敲定福岛核

事故后的能源政策大纲。

《自然能源固定价格收购制度》的主

要内容，涉及太阳能、风力、地热、中小型

水力发电和处理废料产生的生物能源等

5 个领域。新制度规定，今后 10 年至 20 年

期间，电力公司有义务对上述 5 领域产生

的电力按固定价格收购。收购价格根据

发电的种类和发电站的规模而定，即通过

不同发电所需平均费用产生的利润计算

出来。这主要是为了稳定自然能源公司

的经营和鼓励更多企业参与，从而推动自

然能源发电事业的发展。

该制度规定，太阳能发电的收购价格

为 42 日元/千瓦时；风力发电的收购价格

为 23.1 日元/千瓦时至 57.75 日元/千瓦时；

地热发电的收购价格为 27.3 日元/千瓦时

至 42 日元/千瓦时。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计

算，在今年 7 月份之前每月支付 7000 日元

电费的家庭，7 月以后要多缴电费 87 日元。

目前，日本主要依靠核能和火力发电，

自然能源发电量约占日本国内发电量的

10%，主要是水力发电。风力和太阳能发电

仅占 0.2%至 0.4%。日本政府测算，到 2030

年核能发电为零的时候，所需自然能源发电

量为35%，其中12%为风力发电。目前，日本

风力发电仅为230万千瓦，居世界第十二位。

众所周知，自然能源发电的成本远高

于核能发电和火力发电。如太阳能发电

的成本是火力发电的 3 倍至 4 倍，风力发

电的成本也接近 2 倍。为解决这一问题，

日本的新制度将电力公司收购电力所需

费用加进电价当中，由用电企业和家庭共

同承担。但新制度的落实仍有许多后续

工作要做。 （鲍显铭）

日本实施自然能源
发电收购制度

煤价跳水 发电企业缘何仍巨亏

国资委多次强调央企要做好 3~5 年渡

难关、过寒冬的准备，不过，对五大发电集

团来说，这个“冬天”似乎一眼望不到头。

近日，国家电监会发布《电力监管年度

报告（2011）》（下称《报告》）显示，五大发电

集团 2011 年电力业务亏损 151.17 亿元，同

比负增长 348.32%。除华能电力业务赢利

1.92 亿元外，其他均为亏损。

如何走出寒冬，大唐王滩发电公司总经

理白福贵感叹道：“就是要靠国家政策，如果

国家政策没有太大倾斜的话，所做的任何努

力和想的任何办法都只是杯水车薪。”

去年，中电联发布《全国电力供需与经

济运行形势分析预测报告》称，2011 年上半

年五大发电集团电力业务亏损 66.5 亿。这

也就意味着五大电企的电力业务在下半年

亏损了 84.67 亿，比上半年增亏 27.32%。

中国煤电资源网运营总监赵玉伟分析

认为：“目前五大发电集团并没有透明的成

本核算，到底是怎么亏的根本无法讲清楚。”

实际上，从 2008 年开始，占全国一半发

电量的五大电力集团就已出现亏损，而最

为严重的是火电板块的亏损。即便是 2011

年 4 月和 11 月国家发改委上调了全国多数

省(区、市)的上网电价，但火电企业的亏损

额度仍在不断增加。

虽然大唐集团董事长刘顺达在今年初

接受采访时表示，电价调整释放积极信号，

火电全行业连续 4 年亏损的状态将不会再

延续下去，火电的春天已经来临，不过，实

际情况似乎没有预计的好。

“虽然煤价近来持续跳水，但因为受经

济下行影响，用电量也在下降。我们大唐

山东就没缓过劲儿来，一直在亏，能想的办

法全想了，能做的工作全做了，能少发的工

资就不发了，收入越来越少，现在真的是在

清苦地过日子。”上述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

司人士向记者介绍当前的经营状况，而这

种状况从去年一直持续至今。

不过，对于目前的严峻形势，发电企业

认为只能依靠国家政策的支持。白福贵无

奈地表示：“目前并没什么好的减亏措施，

用电量不是发电企业说了算，是由电网和

社会需求决定的，我们总是被动地接受。

更好的办法就是靠国家政策，如果国家政

策没有太大倾斜的话，所做的任何努力和

想的任何办法都只是杯水车薪。”

“虽然去年发改委两次提高了上网电价，

但幅度并不大，对火电企业的减亏作用也很

有限，所以希望能争取到国家补贴，企业内部

也会想各种办法，比如变卖资产、搞多元化发

展。”上述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人士说。

然而，争取国家政策、国家补贴以及变

卖资产等措施也是“治标不治本”。中电联

统计部主任薛静就表示，在目前电力体制

改革和电价改革机制不能到位的情况下，

发电企业的亏损将是一种常态，不会有根

本性的改变。

近日，有多位风电界业内人士表示，国

家对风电的态度有些微妙甚至难以琢磨，持

有同样言论的还有诸多知名媒体，他们普遍

担心，国家会不会从此限风、控风。

业内人士的猜测依据主要是今年以来

国家能源局连续发布的数据、文件、通知。3

月 19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十二

五”第二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的通知》，核准

风电项目 1676 万千瓦，与第一批核准项目

2883 万千瓦相比少了许多；4 月，国家能源

局《关于加强风电并网和消纳工作有关要求

的通知》称，2011 年全国风电弃风限电总量

超过 100 亿千瓦时，平均利用小时数大幅减

少。加上去年国家能源局发布的《风电厂功

率 预 测 预 报 管 理 暂 行 办 法》明 确 规 定，到

2012 年 1 月 1 日，我国所有已并网运行的风

电厂必须建立起风电预测预报体系和发电

计划申报工作机制，而未按要求报送风电预

测预报结果的风电厂不得运行并网。两个

“通知”一个“办法”被解读为强势控风或者

被国家电网绑架。

然而，据了解，国家能源局对风电的态

度没有改变，仍会一如既往的支持。

向未来看，《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马上

就要出台，据业内多数人估计，到 2020 年风

电或可超过 2 亿千瓦的装机。中国风能协会

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国际能源署发布

的《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研究》表明，到 2020

年、2030 年、2050 年中国的风电装机分别可

以达到 2 亿千瓦、4 亿千瓦和 10 亿千瓦，风力

发电量将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17%，成为中国

五大电源之一，成为有效的替代能源。

回过头看，为了解决风电并网消纳难

题，国家能源局鼓励风电从北上到南下、从

陆地到海洋、从集中到分散、从平原到高原、

从高风速到低风速，为此还在各地建设了各

式各样的示范项目，这包括海上风电、潮间

带风电、高海拔风电、分散式风电、低风速风

电等。希望示范项目的成功，可以为中国风

电的发展多争取一些空间。

就眼前看，即使能源局发布的这几份被

称为控风的“通知”和“办法”，也没有限制风

电发展的意思，而是特地强调风电的并网和

消纳。按国家能源局相关人士说，只有解决

好风电的消纳和并网问题，建设更多的风电

场才有意义、有利润、有后劲，如果连现在的

6000 多万千瓦风电装机所发电量都难以消

纳的话，再装 1 亿、2 亿的风机也没有意义，

如果建设风电场亏钱，就是批准再多的风电

项目也没有企业愿意干了。

据了解，目前国家能源局正在着手解决

中国风电的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是观念。风电作为最成熟的可再生

能源应该放在能源体系中的什么位置。如果

把风电放在补充能源的位置，那么风电的装

机规模将不会突破10%，风电量占总电量的比

例不会超过 5%，当达到上限时，就可以不用着

急发展风电了。而如果像西班牙、丹麦等风

电发达国家那样，把风电放在主力能源之一

的位置，那么风电的装机规模和电量占比就

还有非常大的空间。观念不同，则发展的前

景和即将制定的政策就会大相径庭。

其次是并网。造成并网难的原因可能

有外送通道不足、网架薄弱、风电火电矛盾、

对电网造成冲击等，但是，到底哪个是主要

原 因 ？ 是 什 么 因 素 造 成 了 这 样 的 主 要 原

因？各省的主要原因有什么不同？可以想

象，模糊的概念对解决问题的帮助意义不

大。国家能源局正在探索并网的主要矛盾

并解决之。

再次是消纳。近年来，中国风电发展迅

猛，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一，但风电量占总发

电量的比重只有 1.68%（2011 年数据），尚有

100 亿度风电的浪费，国家能源局认为，在

消纳方面可以做文章的空间还很大，但前提

是找到主要矛盾和行之有效的途径，目前国

家能源局正在这方面努力，这从《“十二五”

第二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的通知》中就可以

看到，其中多出了不少风电供热、风电直供

火电、风电火电联合协调运行的示范项目。

在风电发展遇到矛盾和困难时，国家能

源主管部门没有选择不作为，相反，他们正

在寻求突破，突破以往的条条框框，寻找钥

匙，力求解开中国风电的难题。可以预想，

艰辛探索会在今明两年内得到回报，那时，

中国风电前进的道路就清晰多了。

本报讯 近日从河南平高集团传出

喜讯，由他们自主研发成功的首台智能化

开关柜 KYN28B-12/T1250-31.5 型铠装

移开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 ZN□-12/

T2500-31.5 型户内真空断路器在沈阳高

压电器产品质量检验中心顺利通过所有

型式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各项技术参数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近年来，随着全球能源、环境、气侯变

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以多元化、清洁化、电

气化、智能化为发展方向的能源革命不断

深入推进，电网的创新发展逐渐过渡为新

一轮能源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建设坚强

智能电网，已成为国家电网公司今后的发

展方向。为了适应我国电力发展的需要，

平高集团审时度势成立了智能化科技攻

关小组，强力开发高端智能化产品。

本次试验的产品，在电子互感器、电动

底盘车、电动接地开关采用了先进技术，所

配断路器采用模块化机构。该产品试验参

数要求较高，试验难度大，在同类产品中首

次成功进行了接地开关 E2 级关合试验，产

品各项技术参数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此次

试验的通过，标志着平高集团在智能化开

关柜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进军智能

化电力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缪传俊）

风电建设放缓不代表国家政策转向
■ 刘虎明

■ 高立萍

平高集团
高端智能化产品通过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