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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从严监管机动车排气检测与维护
超标车辆将强制维修，复检合格后方可上路

气象万千气象万千

一气呵成一气呵成

武汉建设工地新添降尘利器
能收集净化电焊烟尘，净化率达到99.9%

去产能需打好组合拳
文雯

近年来，电力行业特别是煤电的盲目投入现象突出。
业内专家表示，我国煤电产能过剩风险凸显，必须坚决停建、
缓建一大批煤电项目。

去年以来，国家对煤电的调控政策从“明确分年度总量
控制目标”到“严控煤电总量规模”，再到“取消一批、缓核一
批、缓建一批”措施的具体落实，最终到明确煤电去产能规
模，体现出政府相关部门对煤电产能过剩问题的重视程度提
高，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煤电去产能工作将向纵深推进。

煤电去产能，使用行政手段“一刀切”确实能“立竿见
影”。但是，强制性管控办法也会有副作用，长此以往，更加
节能环保高效率的煤电技术无法顺利应用，很多老旧低效率
的燃煤发电机组却可能在行政命令“保护”下继续生产，阻碍
煤电行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一刀切”也不符
合电力市场体制建设以及政府角色和定位转变的要求。

而单纯依靠市场手段也无法有效调节煤电产能。以当
前煤电行业的市场化水平，如果将煤电的优胜劣汰全部交给
市场也不太现实，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因此，在制定煤电控产能防风险政策时，应当以深入推
进电力市场体制改革为依托，将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有机结
合起来，打出组合拳。要注重运用市场手段，既要有效防范和
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又要为下一步改革打下良好基础。

煤电去产能，固然可以通过加大电能替代力度，从需求
端扩大电力消费市场，消化过多电力产能；或者通过“等待”，
靠时间或市场的恢复来消化产能，但更现实的，是运用各种
法律的、行政的、市场的手段，严格限制新建燃煤机组。特别
是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煤电，应坚决使其退出市场。应该抓
住当前电力供需形势较为宽松的有利时机，加快淘汰煤电行
业落后产能。要建立市场化的能源决策投资机制，不断推进
煤炭的清洁化利用。这对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过剩的煤电产能，“上大压
小”成为国家能源部门调控煤电过
剩产能的一个利器。清华大学热能
工程系教授毛健雄认为，提高我国
燃煤发电机组整体效率，要继续执
行“上大压小”政策。从 2005 年至
今，按照“上大压小”政策要求，我国
约有 1 亿千瓦总容量的小机组被关
停，与此同时，有 3 亿千瓦的高参数、
高效率的大容量机组投入运行。

2017 年电力体制改革步伐在加
速，电力市场建设有望迈出关键一
步。袁家海称，在市场有效竞争和
长效监管机制完善之前，行政调控
不能放松。“调控煤电需要打出组合
拳。长远的方向是市场化建设，但
是也不能单纯地靠市场解决所有的
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
电力行业体制机制环境之下，行政
措施和监管措施都得到位，方能保
障调控到位。”袁家海介绍说。

“当务之急是相关部门与电力
行业、地方政府能够迅速就各地的
煤电产能过剩现状和纳入全部在建
项目 2020 年的过剩情景取得共识。

这样，主管部门才有可能以 11 亿千
瓦为底线，甚至以低于 11 亿千瓦的
装机目标为约束条件，向各地下达
2020 年煤电规模控制目标。”袁家海
强调。

课题组建议，2017 年至 2018 年
是“十三五”电力规划中期评估和修
订的时间节点。去产能工作必须与
规划目标调整工作同步。比规划目
标修订更为基础性的工作是建立全
国规划与省级规划之间的总量平衡
机制，并真正建立有约束力的项目
核准总量控制机制。

课题组提出，对 2019 年底预计
达到的 10.8 亿煤电机组，应实行“核
准未建机组全部停建”，确保 2019 年
及其后不再新投产煤电机组。“淘汰
5000 万”，所在省区未来无可再生能
源的灵活性保障需求，20 万千瓦及
以下能效不达标、濒临退役纯凝机
组关停。“封存 2000 万”，所在省区未
来 有 保 障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灵 活 性 需
求 ，10~20 万 邻 近 退 役 机 组 暂 时 封
存，仅作为备用进入辅助服务市场，
未来择机退役。“改造 2 亿千瓦”，改

造一批 30~60 万千瓦主力机组，未来
以系统深度调峰为主，作为电力型
机组参与电力市场。

“机遇与风险并存”。业内专家
建议，国家应该将煤炭清洁高效开
发和利用作为能源转型的立足点和
首要任务。煤电去产能为我国燃煤
电厂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清洁高效
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当前，煤
电行业推进清洁高效发展的技术路
径和办法措施已经渐趋成熟，能不
能抓住机遇，顺势而为，迎难而上，
考验着企业领导者的智慧和魄力。
业内专家希望，煤电行业应该紧紧
抓住并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因
地制宜地选择可靠的发展路径与方
法，实现煤电行业绿色科学、清洁高
效发展。

袁家海表示，煤电产能过剩从
潜在风险到全面爆发的教训警示我
们，不采取及时有效措施的机会成
本可高至不可承受，而市场机制从
形成到运行到真正发挥作用非朝夕
之功。因此，煤电去产能“不能等”
更“等不起”。

华北电力大学煤控课题组近日发布了最新研究报告《“十三五”电力行业控煤政策研究》（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称，以“十三五”规划提出的2020年11亿千瓦煤电装机规模来估计，2020年
煤电过剩规模在1.4亿千瓦，这意味着有约233台60万千瓦的煤电机组资产及其衍生价值将被搁
浅。考虑初始投资、税金以及税后利润三部分，经过核算搁浅资产总共价值2.45万亿元。

继煤炭、钢铁之后，2017 年煤电
装机过剩成为中国政府能源工作去
产能的又一重点。

从 2016 年开始，国家能源局多
次发文，要求煤电去产能。

2016 年 2 月 22 日，国家能源局
召 开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领 导 小 组 会 指
出，严格控制煤电新开工规模，取消
一批不具备核准条件的项目，暂缓
一批煤电项目核准，缓建一批已核
准项目。

此后，能源局先后发布了《关于
促 进 我 国 煤 电 有 序 发 展 的 通 知》、

《关于建立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
机制暨发布 2019 年煤电规划建设风
险预警的通知》、《进一步做好煤电
行 业 淘 汰 落 后 产 能 工 作 的 通 知》、

《关于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工作的
通知（征求意见稿）》4 份文件来强调
此事。

2016 年 10 月份，能源局发布特
急文件《关于进一步调控煤电规划
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纳入规划
项目尚未核准的，暂缓核准；已核准
项目，尚未取齐开工必要支持性文
件或取齐开工必要支持性文件尚未
开工的，暂缓开工建设；2016 年开工
建设的，停止建设；2015 年底以前开
工建设的，也要适当调整建设工期，

把握好投产节奏。
今年全国“两会”上更是首次将

煤电去产能提上日程。据了解，截
至目前已经有 11 省公布了煤电产能
控制方案，共计将把 1 亿千瓦装机建
设延缓至“十四五”期间进行建设。

“2017 年煤炭消费比重要下降
到 60%左右，天然气消费比重升到
6.8%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
高到约 14.3%。”国家能源局局长努
尔·白克力在做能源局工作报告时
表示。

国 家 能 源 局 出 手 强 压 煤 电 产
能，并不是无的放矢。

2017 年一季度电力企业披露的
财报显示，38 家电企中，16 家电企
一季度陷入亏损，19 家电企净利润
同 比 有 所 下 滑 。 而 在 今 年 3 月 17
日 ，中 电 联 提 供 的 数 据 显 示 ，2016
年 煤 电 企 业 利 润 已 经 出 现 了 断 崖
式下降，五大发电集团在 2016 年的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68.6%，其 中 第 四 季
度 同 比 下 降 96.6%，降 幅 呈 持 续 扩
大态势。由此可见，煤电产能过剩
导致的后果已经日益显现，煤电去
产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袁家海表示，根据全国各地区
2020 年煤电产能过剩规模的差异，

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煤电搁
浅价值进行估计发现，新疆、山西与
山 东 三 地 的 煤 电 产 能 过 剩 规 模 最
大，对应的煤电搁浅价值也相应最
多，均在 2000 亿元以上，新疆甚至接
近 2500 亿元。

事 实 上 ，煤 电 产 能 过 剩 早 在
2015 年 就 已 经 初 露 端 倪 。 2015 年
底 ，国 网 能 源 研 究 院 对 于 2016 年
我 国 电 力 需 求 增 速 进 行 了 预 判 ，
综 合 考 虑 三 大 产 业 以 及 居 民 生 活
用 电 特 性 以 及 变 化 趋 势 ，预 计
2016 年 我 国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增 长
1%～3%。中电联 2016 年 7 月发布
的《2016 年 上 半 年 全 国 电 力 供 需
形 势 分 析 预 测 报 告》的 预 测 结 果
与 国 网 能 源 研 究 院 不 谋 而 合 。
2016 年 的 电 力 需 求 增 速 实 际 上 进
一 步 印 证 了 新 常 态 下 电 力 消 费 换
档 减 速 的 新 态 势 。“ 十 三 五 ”后 四
年 不 排 除 因 气 温 或 经 济 刺 激 政 策
的 影 响 而 出 现 电 力 需 求增速短期
反弹的现象，但其换档减速的总体
趋势已不可逆转。

中 电 联 常 务 副 理 事 长 杨 昆 表
示 ，2017 年 煤 电 产 能 过 剩 风 险 显
现 ，化 解 煤 电 产 能 过 剩 风 险 ，将 是
今 后 几 年 电 力 行 业 的 一 项 重 要
难题。

过剩的后果？耗煤增加可导致多排放 8万吨污染物

煤电过剩的原因，从需求方来
说是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
的背景下，用电量增长缓慢。

而让煤电陷入困境的最直接原
因，是煤电机组的发电小时数普遍
大幅下滑，而与发电小时相对应的，
是煤电装机容量的快速增长和由此
带来的大量过剩。目前，由于市场
化改革尚不到位，火电等项目由发
改、能源等部门审批，生产出来的电
力由电网公司按照定价收购，因此
部分电厂不顾实际情况，只要能拿
到批复和贷款，就不断建设，进一步
加重了电力过剩的情况。

《 报 告 》认 为 ，煤 电 行 业 在
2016~2030 年 的 发 展 空 间 峰 值 约
为 8.6 亿 ~9.6 亿千瓦。具体来看，低
速发展情景下，我国煤电发展空间
预 计 在 2016 年 达 峰 ，峰 值 约 为 8.6
亿千瓦，维持 4~5 年平台期后将逐
步 下 降 ；高 速 发 展 情 景 下 ，我 国 煤
电发展空间预计在 2020 年达峰，峰
值约为 9.6 亿千瓦，随后进入 10 年
左 右 的 平 台 期 。《报 告》预 测 ，如 果
2016 年~2017 年电力需求增长年均
2%内，2018 年~2020 年均增长 2.5%
内，煤电规模维持 2014 年的水平就
足以支撑电力需求。

《报告》称，按照目前的建设速
度，到 2020 年，约 233 台 60 万千瓦的
煤电机组资产及其衍生价值将被搁

浅。
“煤电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成

为共识。”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院
长胡兆光表示，在存量煤电已经过
剩的情况下，2016 年在建和待建的
煤电仍高达 2 亿千瓦。另外，随着
G20 峰会中国加入《巴黎协定》，中
国的碳减排任务艰巨，而煤电作为
碳排放大户，必须得到控制。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能
源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
可 持 续 发 展 研 究 会 理 事 周 大 地 表
示：“实现能源低碳化，必须下大力
尽快控制盲目上煤电。从现在煤电
已经大量过剩的实际情况看，需要
坚决停建、缓建一大批煤电项目，任
何再投入都会造成新的系统经济损
失，而不会有任何系统效益产生。”

过剩的煤电产能造成的直接结
果就是全国煤电设备利用率下降。
截至 2016 年年底，全国煤电装机 9.4
亿千瓦，“十二五”以来煤电装机累计
新增 2.91 亿千瓦。煤电设备利用小
时数降至 4165 小时，为 1964 年以来
年度最低。据中国电力联合会预计，
2017 年全年全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
3680小时左右。其中，火电设备利用
小时数将下降至 4080 小时左右。

根据华北电力大学煤控课题组
的分析，2015年我国电力系统平均备
用率 32%，高出合理备用水平的一倍

以上。2016年在需求增长 5%的前提
下，由于装机增长维持高位，备用率
仍高于 30%。当前煤电机组过剩规模
高达1.6亿千瓦，过剩比例约16%。

袁家海告诉记者，目前，我国电
力系统在“三公”调度原则下对煤电
机组基本实施等利用小时调度。在
煤电产能大幅过剩的背景下，这一
调度方式会压低在役煤电机组的平
均负荷率，导致煤耗上升、污染物排
放增加。

以某 60 万千瓦机组为例。在其
额定满负荷出力工况下，发电煤耗
为 299.6 克标煤/KWh，降低到最小
稳定出力（50%）工况时，煤耗上升至
约 400 克 标 煤/KWh。 如 果 该 电 厂
从 75%的出力工况降低到 70%的出
力工况时，度电煤耗约升高 7 克；而
从 70%的出力工况降到 65%的出力
工况时，度电煤耗约升高 13克。

粗略估计，在煤电机组过剩比
例 16%的情况下，全国煤电机组平均
负荷率保守估计至少会降低 5%。以
度电煤耗增加 6 克估计，2016 年煤电
总发电量约 3.9 万亿千瓦时，因机组
过剩而降低机组负荷率所带来的耗
煤增加约为 2340 万吨标煤。按 2015
年煤电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3
种 主 要 污 染 物 吨 标 煤 排 放 因 子
3.46kg估计，耗煤增加导致污染物多
排放量约为 8万吨。

如何应对？“上大压小”，建立有约束力的项目核准总量控制机制

本报记者肖颖 通讯员仵
博西安报道 为促进超标机动
车有效治理，陕西省西安市开
始实施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与
维护（I/M）制度，年检或道路
抽 检 排 放 超 标 车 辆 将 强 制 维
修，复检合格后方可上路。

排气污染检测与维护（I/
M）制度，是对在用机动车进行
排气污染检测，经检测不符合
排放标准的予以强制维修，最
终使其符合排放标准的污染防
治措施。

据了解，按照实施方案，凡
在西安市排放检测超标，包括
定期检验排放超标和道路、停
放地抽检排放超标的机动车，
必须前往维护站维修。维修竣
工后，维护站上传维修记录和
数据，并出具合格证。随后，检

验机构再通过确认合格证和平
台 维 修 信 息 ，对 车 辆 进 行 复
检。如果复检不合格，由原维
修站重新进行治理，直至复检
合格，方可上路。

西安市已建成对超标车辆
从检测到维护再到复检全程闭
环监管的“西安市超标机动车检
测与维护信息管理平台”，并确
定了首批 28家机动车排气污染
检验机构（I站），以及 30家机动
车排气超标治理维护站（M站）。

西安市汽车维修行业管理
处也将对维修机构进行日常监
管，对违规维修侵害托修人权
益、不按规定签发机动车维修
竣工出厂合格证、未如实填报
和及时上传车辆维护信息的，
依法给予整改或处罚，并从公
示名单中予以撤除。

本报记者鄢祖海 通讯员
黄策 蔡旌武汉报道 几台造型
奇特、类似“油烟机”的家伙日
前出现在湖北省武汉光谷有轨
电车项目施工工地。记者从东
湖高新区改善空气质量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获悉，这是武汉
市首次使用的“焊烟净化器”，
专门用来收集、净化处理电焊
产生的烟尘。

记者在光谷有轨电车 T1
线跨南环铁路桥梁施工现场看
到，每个电焊工人作业的旁边，
均放置了一台类似抽油烟机的
设备，净化器底部装有 4个带制
动的万向滑轮，能够在工作场地
自由移动，使用非常方便。

据施工方市政集团现场负
责人介绍，电焊是建设工地上
较 为 常 见 的 作 业 。 电 焊 过 程
中，在产生火花的同时，也会冒
出一些烟尘。在高温燃烧情况
下 产 生 的 烟 尘 中 含 有 二 氧 化
锰、氮氧化物、氟化物、臭氧等，
飘浮在空气中对人体有害。焊

烟净化器通过风机引力作用，
烟尘经过万向吸尘罩、吸气臂、
吸尘软管吸入设备进风口，通
过高效滤芯和活性炭过滤器进
行双重净化后，变成洁净空气
向外排出。这种设备净化率达
到 99.9%，能 够 有 效 净 化 电 焊
时产生的悬浮在空气中的细小
金属颗粒，而且噪音低。

东湖高新区改善空气质量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
介绍，自今年5月份开始，建设方
光谷交通公司在部分工地投用
了焊烟净化器。目前，鉴于其效
果明显，拟在公司有轨电车、光
谷火车站等项目工地进行推广。

此外，公司还配齐设备，多
管齐下，率先购置了大型喷雾
炮车和手持空气质量监测仪，
并动员各参建单位购置了移动
式喷雾车、固定式喷雾炮、空气
质量监测仪和扬尘在线监测系
统等利器，做到一手抓生产、一
手抓环保，为武汉市“拥抱蓝
天”行动做贡献。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
成淑平 马康勤定州报道 河北
省定州市把农村清洁取暖作为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治本攻坚
之策，加快推进集中供热覆盖、
气代煤、电代煤、可再生能源

“四个替代”，今年年底将完成
气代煤、电代煤约 28 万户，基
本实现农村散煤取暖“清零”。

定州市重点推进集中供热
替代居民采暖、服务业供暖和
部分农业生产供暖。在城区和
工业园区周边，推动城市集中
供热富余能力向合理半径内延
伸覆盖；在工业热源周边，支持
企 业 向 周 边 村 镇 实 施 清 洁 供
热；在负荷集中的镇，鼓励建设
燃气锅炉、电蓄热锅炉、生物质
能锅炉等集中或分布式供热锅
炉房。

定州市按照“宜气则气、宜
罐则罐”原则实施气代煤。居

民生活领域，重点推广户用燃
气壁挂炉，以片区为单位实现
炊事、采暖全部改用天然气。
农村服务领域，结合需求特点，
推广燃气锅炉、茶浴炉、壁挂炉
及燃气分布式能源。农业种植
领域，鼓励使用燃气锅炉替代
燃煤。此外，对暂时不具备改
用天然气条件的农村，定州市
支持实施电代煤项目。

定州市将积极发展生物质
能取暖，支持沼气生物天然气
利用示范工程建设，积极发展
沼 气 等 生 物 天 然 气 取 暖 。 同
时，鼓励发展太阳能与空气源

（地源）热泵联合、与电能或燃
气辅助加热等新型供热方式。
此外，定州市还要求，村镇农业
生产、三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
领域的 10 蒸吨以下分散燃煤
锅炉，要全部强制改电、改气或
改用其他清洁能源。

定州推进“四个替代”确保农村清洁取暖
今年年底将实现农村散煤取暖“清零”

本报记者季英德日照报
道 记者日前从山东省日照市
秸秆禁烧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2016 年 全 市 秸 秆 禁 烧 工 作 成
效显著，日照市政府对没有秸
秆 焚 烧 火 点 的 52 个 乡 镇（街
道），每个给予 10 万元生态补
偿，共 520万元。

日照市委、市政府历来高
度重视秸秆禁烧工作，专门召
开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暨秸秆禁
烧工作会议，印发了《关于做好
秸秆禁烧工作的通知》。实行
区县负责人包乡镇、乡镇干部
包村、村干部包农户地块的禁
烧“三级”包保责任制，与 95％
的农户签订了《禁烧协议书》。
坚持疏堵结合，加快秸秆资源
化高效利用，积极引导，大力扶
持推广秸秆多元化利用技术。

鼓励有条件的乡镇、村居设立
秸秆机械化压块示范点，建立
完善秸秆收储转运体系。对购
置秸秆打捆机、粉碎还田机械、
反转灭茬犁等机械，给予农机
补贴。设立收储点，实行免费
收割、回收秸秆，秸秆覆盖茶园
等方式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全
市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率 达 到
92.5％。

日照市还从监察、公安、交
通运输、农业、环保等部门单位
抽调人员组成７个督导组，在
麦收期间坚持每天巡查。各区
县政府、各有关乡镇（街道）也
建立巡查机制。各有关区县建
立了奖励机制，对秸秆还田、未
发 生 焚 烧 现 象 的 农 户 给 予 补
贴，形成了监督有效、奖励到位
的局面。

日照疏堵结合推进秸秆焚烧污染防治
对52个乡镇（街道）给予520万元生态补偿

煤电去产能不能等也等不起
至 2020 年煤电过剩搁浅资产将达 2.45万亿元，导致多排放 8万吨污染物

本报记者文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