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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大唐江苏公司完成“管理检修一体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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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交易规模由 220亿千瓦时
增至超过 3000亿千瓦时，参与交易的
电力用户由不到千家增至超过3万家，
累计降低企业用电成本超245亿元，深
度调峰、启停调峰、可调负荷等辅助服
务市场相继启动……“十三五”期间，
江苏积极贯彻国家进一步深化电力体
制改革有关要求，加快放开发用电计
划，积极推进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电力
市场化交易，不断扩大市场化交易电
量规模，市场主体加速培育，交易品种
逐步增加，市场活力显著激发。电力
改革呈现蹄疾步稳、红利持续释放的
良好态势。

机制逐步完善 交易规范有序

组建相对独立的电力交易中心是
国家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
内容之一。2016年 4月 18日，江苏电
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作为相对独立的
江苏省级电力交易机构，正式挂牌成
立，江苏电力市场化改革由此迈上新
台阶。

5个月后，江苏电力交易中心成功

组织了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开展
电力直接交易，在线达成 50亿千瓦时
电量交易，创下当时平台集中交易、边
际出清方式的全国之最。电力市场化
建设道路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随后，江苏电力交易中心积极推动
集中竞价交易常态开展，于 2017年建
立直接交易月度市场定期开市机制，全
年组织完成 5次月度集中竞价直接交
易，成交电量合计达228亿千瓦时。

“年度交易相当于为全年买了‘粮
食’。在电力市场逐步开放的情况下，
公司作为市场主体，还积极参与月度集
中竞价交易等，以期买到价格相对便宜
的‘粮食’，降低购电成本。”中电常熟配
售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峥浩表示。

随着电力市场化建设不断向前推
进，《江苏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暂
行）》《江苏省电力集中竞价交易规则》
《江苏电力市场监管实施办法（试行）》
等一系列配套文件也相继出台，促进
电力市场公开透明、规范运作。

“十三五”期间，江苏不断完善市
场交易机制，拓展交易品种和交易模
式，探索用市场方式解决市场出现的
问题，降低市场风险、活跃交易市场。
继开展年度、月度交易后，江苏市场化
交易增开并常态化开展月内增量、转
让交易及购电侧月内合同电量转让交
易等，实现中长期交易模式和年度、月

度、月内全周期覆盖，售电侧市场形态
已然形成。

与此同时，江苏电力交易中心独立
规范运行工作取得重要进展。2020年
上半年，江苏电力交易中心通过增资扩
股，引入江苏省国信集团、华能国际电
力股份、大唐江苏发电等8家中央企业
和地方国企的投资方，完成首轮电力交
易机构股份制改造，国网江苏电力对交
易中心的持股比例降至71%。

今年6月，江苏电力交易中心完成
第二轮股权优化，引入两家新股东，国
网江苏电力的持股比例降至 43%，股
东覆盖电网企业、发电企业、电力用户
等市场主体，真正形成了“多元制衡”
的股权结构。

主体不断增加 规模持续扩大

2017年 2月 28日，国家发改委办
公厅和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复函江苏省
发展改革委、江苏能源监管办，同意我
省开展售电侧改革试点。同年 8月，
《江苏省售电侧改革试点实施细则》出
台。其后一个月，我省正式启动售电
公司注册，社会资本参与江苏电力市
场化改革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江苏电力交易中心在一周内就完
成了 81家售电公司与 3336家电力用
户的绑定工作，保证了售电公司的平
稳入市。

到 2017年底，江苏电力市场实现
11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用户和 35千
伏工业用户的全覆盖；2018年，市场放
开力度进一步增大，实现了 20千伏及
以上工业及一般工商业用户“全覆
盖”，售电公司首次入市；2019年，参与
交易主体范围和类型扩大到所有10千
伏及以上工业及一般工商业用户，电
力用户达30759家。

2020 年 9 月，我省在全国率先启
动 2021年电力市场交易，并全面放开
10 千伏及以上电力用户参与市场交
易。这意味着参与2021年电力市场交
易主体的数量再次大大增加，最终超
过了8万家。

参与市场交易的电力用户逐年增
加的同时，江苏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
持续扩大，数据令人注目。

2017年，江苏电力直接交易规模
达 1265亿千瓦时，较 2016年翻一番，
规模居全国首位，占比超过全省用电
总量的五分之一；2018 年至 2020 年，
直接交易规模分别达 1925亿千瓦时、
3021亿千瓦时、2980亿千瓦时。与江
苏电力交易中心成立之前的2015年相
比，2020年，全年直接交易规模增长了
13倍，接近江苏全社会用电量的一半。

此外，“十三五”期间，江苏大力培
育多元化的电力市场主体。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下转 2 版）

电改红利，在持续深化中释放
——“十三五”江苏电力发展系列报道之七

特约记者 王邹红

本报讯 （记者 黄蕾 章岑 通讯
员 张佳伟）至9月22日，两条“西电东
送”入苏工程——龙泉—政平±500千
伏直流输电工程、锦屏—苏南±800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已向江苏
输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清洁水电超
过 5000亿千瓦时，相当于 2亿普通家
庭一年的用电量，为江苏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统计表明，作为三峡水电外送华东
的第一条输电线路，龙政直流工程自
2003年 5月投运至今已累计送电江苏
2264亿千瓦时。锦苏特高压直流输电

工程于2012年12月投运，至今已将超过
2925亿千瓦时的清洁水电送至江苏。

“两大‘西电东送’工程累计向江
苏输送清洁水电超 5000亿千瓦时，相
当于节约标准煤2亿吨，减排二氧化碳
超过 4.9亿吨。”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
公司电力调控中心系统运行处罗凯明
介绍，江苏是经济强省、能源消费大
省，但一次能源匮乏，环境承载能力不
高，从区外引入清洁能源是实现清洁、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破题之举。

为了保障区外来电有效消纳，国
网江苏电力在初步建成以“一交三直”

特高压混联电网为骨干网架、各级电
网协调发展的坚强智能电网的基础
上，积极应用人工智能、全景视频融
合、三维建模等新技术，构建“全景视
频一张图”和“三维展示一张图”，全面
提升设备状态的透明化、智能化水平，
确保江苏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此外，2020年 12月，又一个“西电
东送”清洁水电工程落地江苏。建设
中的白鹤滩—江苏±800 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计划 2022年建成，投运
后每年可向江苏输送白鹤滩水电超过
312亿千瓦时，相当于替代我省原煤消

耗 14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500
多万吨，有效满足江苏新增用电需求、
助力能源供应结构优化。

据悉，国网江苏电力正加快打造
供给新体系、配置新格局、消费新形
态、存储新模式、技术高水平、机制高
效能的“四新两高”新型电力系统，通
过建设坚强高效交直流混联主干网架
和220千伏地区主网架、构建高效灵活
有源配电网等举措，推进电网功能形
态转型升级，进一步扩大区外清洁来
电规模。预计到 2025年，江苏电网跨
省跨区输电能力将达4544万千瓦。

江苏累计消纳“西电东送”清洁水电超5000亿
相当于2亿普通家庭一年用电量 减排二氧化碳超过4.9亿吨

9月16日，国网金湖县供电公司组织对前锋镇境内前锋、白镇两条10千伏线路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整治，安装柱上开关6台，更换绝缘导线4千米，移位
200千伏安配电变压器1台，进一步增强其供电可靠性，惠及1000多户居民及5000多亩塘口养殖用电。图为施工人员正在改造10千伏前锋线民生支线。

梁德斌 摄文

本报讯 （苏俊霖）9月21日，联合
国全球契约组织举办的2021青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峰会上，国网苏州供
电公司“苏供·电博士”团队分享了《动
态防雷——全球气候变化下的新型雷
电防护解决方案》成果。

在前一周举办的 2021年联合国全
球契约青年SDG创新者项目闭幕式暨
首届中国青年SDG创新挑战赛中，“苏
供·电博士”团队夺得该赛事最高
奖——金奖。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是世界上最
大的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
的国际组织，拥有来自170个国家的1.3
万余家成员。2019年，该组织发起了青
年 SDG创新者项目，并于 2020年 12月
首次引入中国。经全国征集和选拔，来
自电力、化工、食品饮料、建材等领域的

12支青年创新团队入选青年SDG创新
者项目，参加识别挑战、确认挑战、创新
解决方案、原型产品、测试与优化等创
新营培训，并围绕低碳高效的电力系
统、塑料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等课题，与
英国、丹麦、黎巴嫩等多国青年开展线
上交流分享。随后举办的首届中国青
年SDG创新挑战赛中，得分最高的2个
团队被授予金奖，其余团队获优胜奖，
并评选出最佳创新奖、最具SDG影响力
奖、最佳团队表现奖各1个。

《动态防雷——全球气候变化下的
新型雷电防护解决方案》成果，对照SDG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产业、创新和基
础设施”“气候行动”等目标，从“堵不如
疏”思路出发，通过集约化基础设施建
设、智能化系统动态管控和普适化技术
应用，全面提升应对雷电灾害的水平。

首届中国青年SDG创新挑战赛落幕

苏州供电电博士团队获金奖

本报讯 （申甲雁）第20届全国青
年文明号集体评选结果近日揭晓，国
网连云港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
配网调控班榜上有名。

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于 1994年启
动实施，是面向职业青年群体，以“敬
业、协作、创优、奉献”为理念，弘扬职
业文明、培育先进集体和优秀人才，具
有群众性、实践性、品牌性的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第20届全国青年文明号创
建活动由共青团中央、最高人民法院、
发展改革委等23家成员单位联合组织
开展，竞争较以往更为激烈，不仅以往

获此荣誉的集体可以参评，而且同一
地市、同一行业最多可申报不超过两
个集体。连云港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
挥中心配网调控班成为全省入选的 23
个集体之一。

据悉，连云港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
挥中心配网调控班成立于2007年，15名
班员的平均年龄为29岁，主要负责连云
港市区范围内35千伏及以下配网调度
运行工作。自成立以来，该班组始终把
提升优质服务作为重中之重，保安全、
保供应、保民生、保服务，至今累计获国
家级荣誉1项、省部级荣誉22项。

连云港供电一集体获评“全国青年文明号”

本报讯 （宗和）国家发改委日前
印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
制度方案》，提出到 2025年，能耗双控
制度更加健全，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
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到2035年，能
源资源优化配置、全面节约制度更加
成熟和定型，有力支撑碳排放达峰后
稳中有降目标实现。

通知提出，将完善指标设置及分解
落实机制，合理设置国家和地方能耗双
控指标，优化能耗双控指标分解落实。

通知要求，要增强能源消费总量管
理弹性。一是对国家重大项目实行能
耗统筹，由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且
在五年规划当期投产达产的有关重大
项目，经综合考虑全国能耗双控目标，
并报国务院备案后，在年度和五年规划

当期能耗双控考核中对项目能耗量实
行减免。二是坚决管控高耗能高排放
项目，对新增能耗5万吨标准煤及以上
的“两高”项目，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
门对照能效水平、环保要求、产业政策
等要求加强窗口指导。三是鼓励地方
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超出最低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消纳量不纳
入该地区年度和五年规划当期能源消
费总量考核。四是鼓励地方超额完成
能耗强度降低目标，对能耗强度降低达
到国家下达激励目标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其能源消费总量在五年规划当期能
耗双控考核中免予考核。五是推行用
能指标市场化交易，进一步完善用能权
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建立能源消费总
量指标跨地区交易机制。

国家发改委印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

本报讯 （张颖 彭艳娇）9 月 18
日，笔者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获
悉，由华能江苏公司与清华大学、中国
电科院、北京创拓标准研究院联合发
起的 IEC标准提案“用于电力系统动态
分析的基于变流器发电单元的通用
RMS仿真模型”获批立项。这是中国
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在可再生能源接入
电网领域首个获批立项的 IEC标准。

IEC是全球公认的国际电工电子权
威标准机构。IEC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
分技术委员会（SC8A）秘书处成立了可
再生能源发电建模工作组（WG8），负责
该标准编制工作。华能江苏公司生产
环保部副主任兼科技中心主任牛晨晖
是该工作组成员之一。

据了解，“动态仿真”是评估电力系
统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重要手段。当前，
国际上缺乏基于新能源变流器发电单
元的标准化通用仿真模型，因此，本次
标准的提出得到了业界的大力支持。
该标准将主要依托基于变流器电源的
通用仿真模型研究与制定，可适应不同
类型的一次能源接入，并可通过参数化
和模型验证对发电单元主要的动态行
为进行准确描述，有助于未来可再生能
源大规模、高渗透率接入电网。

该标准的成功立项以及工作组的
成立，标志着我国在可再生能源接入
电网领域话语权得到进一步提升，对
于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具
有重要意义。

华能江苏公司等发起

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领域IEC标准获立项

常州出台整区推进屋顶光伏标准化工作方案
▶▶详见04电与社会

通州供电推出一线班组长等“见习制度”
▶▶详见03政工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