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用电量持续攀升 组合拳保供电_1

用电量持续攀升 组合拳保供电 

8月14日，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我国多个省份迎来持续高温天气，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以上。今夏持续的高温使得各地用电量飙升，连续刷新
用电负荷最高纪录。保供电是当下稳经济、促就业的关键之一，我国一直多措并举
保证电力供应稳定。其间，基于大数据属性的虚拟电厂得到了社会关注。以满足5
%的峰值负荷为例，相比火力发电厂动辄几千亿元的投资，虚拟电厂仅是其1/8-1/
7。但在我国在虚拟电厂交易运行规则、新能源协调控制策略和调度算法等方面尚
未构建统一标准下，再加上其盈利模式尚处于探索期，如何进一步推广应用仍是一
个现实课题。

用电量持续攀升

据中国气象局统计，今年入伏以来，全国有141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40℃
以上。8月14日，江苏省气象台发布路面温度预报，最高地表温度将达72℃，轮胎
面临爆胎危险。

因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南方地区已出现旱情。据新华社报道，今年6月中旬开始，
长江流域降水由偏多转为偏少，7月偏少三成多，尤其是长江下游干流及鄱阳湖水
系偏少五成左右，为近十年同期最少。

受此影响，长江中下游水位较历史同期大幅偏低。截至8月11日8时，长江中下游干
流及两湖出口控制站水位均较常年同期偏低5-6米。8月11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
部决定针对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六省份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
。而干旱少雨则影响着水电"出力"。

用电需求高峰叠加水电受限，电力缺口扩大，电力生产进一步承压。

在高温天气下，用电量攀升。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7月全社会用电量数据，1-7月
，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93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4%。其中，7月，全社会用电量8
3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21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14.3%；第二产业用电量5132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1%；第三产业用电量159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5%；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48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8%
。

组合拳保供电

在保供电举措上，国家电网今年主要通过号召节约用电、及时抢修一线电力设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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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用电来保障电网安全和电力稳定供应。

有序用电是指错开用电高峰期不同用户的用电，通过行政措施、经济手段、技术方
法等，控制部分用电需求，以确保大电网供电安全为前提，维护供用电秩序平稳有
序。如将企业的生产由白天改到夜间，不仅可以有效降低用电高峰时段的负荷，也
不会对企业产量造成影响。同时，企业还能从供电公司得到一笔补贴。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还在电力生产端采取了相应措施，保障火力稳供。

我国电力来源主要有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五种类型，火电一直是我
国发电主力。根据观研报告网数据，2020年我国各类发电量中，火电发电量所占比
重最高，为71.19%，水电发电量占比次之，为16.37%。

为保证火电及时供应，国家发改委今年出台多项政策打击变相哄抬煤价行为，将煤
价调控在合理空间。国家统计局8月14日发布的2022年8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
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显示，8月上旬各种煤炭价格均在下调，其中，可用来发电
的电煤之一的无烟煤吨价1466.9元，比上期价格下降121.7元，降幅7.7%。

同时，我国对煤及褐煤进口量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今年国内煤价上涨，
避免再现2021年"煤超疯"的情况。据中国海关总署进口数据，7月我国进口煤及褐
煤2352.3吨，较6月增长454.1吨。

此外，因拥有大量风能和光伏等绿能资源，我国也在加速推进新能源发电。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辛保安在8月12日举行的2022"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发
展论坛上提出了我国新能源发展目标。他表示，随着"双碳"进程的深入推进，能源
体系正在经历着一场系统性、根本性变革，能源供给结构正在深度调整，预计到20
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将超过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
2060年前新能源发电量占比有望超过50%。

虚拟电厂走到台前

"我国电力供应量整体处于稳定区间，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面对持续高温天气
下空调等用电负荷骤然加大的情况，加强电力调度尤为关键。"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
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基于大数据的虚拟电厂的建设在今年被凸显出来。

什么是虚拟电厂？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说，虚拟
电厂其实就是一个基于大数据参与电网运行和电力市场的电源协调管理系统，对外
表现为一个可控电源。以水电站为例，往年在发电过程中，因为缺乏上游电站的来
水数据，所以无法及时调整发电负荷，制定明确的发电计划，水电站在汛期发电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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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处在"盲发"状态。而在水电站连接了虚拟电厂平台之后，工作人员每天早上可以
及时了解当天上游的出入库流量和发电情况，实现了上下游水文和发电数据的共享
。

"虚拟电厂的大数据属性，在生产端可以促进新能源发电消纳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在需求端可以精准控制用电从而降低企业用电负荷。"林伯强补充道。

得益于突出的调度优点，虚拟电厂的建设脚步在逐步加快。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具
备虚拟电厂功能的源荷聚合互动响应平台已经在湖南省投入运营，覆盖3300余座水
电站、装机容量达730万千瓦。

在国内，国家电网已有虚拟电厂项目开始运营，浙江、上海等地也在积极探索相关
项目的落地。以浙江为例，6月30日，在下午高峰负荷时段，浙江电网自主研发的
智慧虚拟电厂平台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温州鹿城银泰充电站在收到智慧虚拟电厂
平台调控需求后，通过精准调控充电负荷，完成200千瓦的调控目标。

今年年中，各省政策密集出台，浙江、深圳、上海等用电大省市加速了虚拟电厂参
与电网调控。2022年6月30日，国网浙江综合能源公司智慧虚拟电厂平台上线；20
22年6月13日，深圳市发改委发布《深圳市虚拟电厂落地工作方案（2022-2025年
）》。

具体到北京，2022年7月22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北京市"十四五"时
期电力发展规划》，首次将虚拟电厂的建设纳入电力发展规划中。

推广难不难

今年才"火"起来的虚拟电厂，其市场前景是业界关注的焦点。

根据国家电网测算，通过火电厂实现电力系统削峰填谷，满足5%的峰值负荷需要
投资4000亿元；而通过虚拟电厂，在建设、运营、激励等环节投资仅需500亿-600
亿元，虚拟电厂的成本仅为火电厂的1/8-1/7。

"国家不可能为保障用电高峰时节用电需求建设相应数量的火电厂，而在用电量不高
时将其闲置。通过合理的调度、有序用电才是解决高峰期用电的日常合理方案，基
于大数据调度、投入相对更低的虚拟电厂性价比显然更高。"林伯强解读道。

虽然具有一定的性价比，但投入成本绝对值并不低，虚拟电厂的复制推广需盈利支
撑。国海证券分析师杨阳在7月26日发布的研报中表示，国家电投深圳能源作为我
国首个虚拟电厂调度用户负荷参与电力现货市场盈利的案例，2022年5月平均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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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0.274元。据中电联预计，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9.5万亿千瓦时，而最大负荷
将达到16.3亿千瓦，假设可调节能力为5%、投资成本为1000元/千瓦，预计到202
5年虚拟电厂投资规模有望达815亿元。

除市场规模外，36氪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中国虚拟电厂行业洞察报告》（以下
简称《洞察报告》）提出了虚拟电厂更完整的盈利模式，我国虚拟电厂一方面向可
控资源收取服务费来帮助其参与市场交易；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需求响应补偿费用
差价。其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在虚拟电厂交易运行规则、资源聚合范围和新能源
协调控制策略、调度算法等方面尚未构建统一标准，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尽管如此，虚拟电厂仍有建设需要。《洞察报告》显示，在需求侧，我国东西部电
力供需关系趋紧，电力峰谷差矛盾日益突出，各地年最高负荷95%以上峰值负荷累
计不足50小时，亟须可靠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在供给侧，技术日渐成熟促使虚拟电
厂成本不断下降。

整体而言，林伯强对虚拟电厂的前景十分乐观。"在供应端，清洁能源如风电光伏等
具有不稳定性；在需求端，生产企业也有降低负荷的需要。能够精准调度发电量的
虚拟电厂前景广阔。不过，如何保障虚拟电厂建成后能如期盈利，是其推广过程中
使用方较为担心的问题，需要通过电价市场化改革来解决。"林伯强解释道。

延伸阅读;

专家预测今秋不会拉闸限电

谈到用电问题，2021年夏秋之交，我国从东北、华北到南方沿海数省都出现过大规
模的"拉闸限电"现象，对经济和民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当时引起关注。今年秋季
是否还会出现"拉闸限电"的情况，仍牵动着众人的心弦，尤其企业生产者极为关注
。

对此，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今年不会再出现"拉闸限电"
现象。

他解释了去年拉闸限电的三个原因："首先，去年夏秋之交处于疫情后生产快速恢复
阶段，社会用电量增长极快，电力供应一时难以跟上。其次，去年煤价飞涨，而电
价市场化改革在当时尚未落地，煤电价格倒挂，生产电力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导
致供电减少。最后，去年能耗双控的指标考核非常严格，地方在上半年管控较松，
年底为了突击完成任务，只能用拉闸限电的手段降低总能耗。"

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数据佐证了林伯强的看法，2021年1-6月，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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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393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2%。而2022年1-7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930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4%。2021年上半年的用电量涨幅较2022年1-7月高12.8个
百分点。

"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多种因素影响下，今年煤炭价格恢复到合理区间，能耗双控以
及高耗电量都有了经验，不会再出现去年拉闸限电的现象。"林伯强说道，"整体来
看，目前我国电力供应较为充足，即使供电紧张也只是局部的几天时间，除去去年
电力需求增长特别快的情况，前十年我们的供应都没有出过问题，今后应该也不会
有什么问题。"

不过，长远来看，林伯强认为要解决未来供电问题，开源节流才是长久之计。事实
上，我国在开源节流的道路上也不曾止步。

如果想了解更多实时财经要闻，欢迎关注天天股票基金行情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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