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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红梅

（南通市统计局，江苏 南通 226018）

南通电力生产业发展探析

摘要：电力生产业既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也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关键领域。近年来南

通电力生产业取得跨越发展，也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贡献。南通电力发展面临新机遇，空间依然

巨大，建议发展新兴电力工业，加快热电联产项目和大机组建设，建设低碳城市。

关键词：低碳经济；电力生产；新能源

认清形势、行动积极，抢抓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机遇，以

“上大压小”为突破点，陆续淘汰了南通热电厂、天生港电厂

三四号车间小机组等一批容量小、能耗高的发电设备，建成了

4台66万千瓦超临界高效机组，两台百万机组也即将建成，提

高了装备水平，提升了产业层次。

近年来，南通市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把电力生产企业

作为节能降耗的重点领域，采取多种手段，鼓励企业加大节能

改造，坚持扶优扶强与限劣压小，扎实推进发电企业工艺技术

装备的更新改造，各大电厂年年均有节能项目，全市火力发电

效率逐年提高。2012年全市火力发电效率达41.2%，分别较

2005年和2010年提高了4.3和0.5个百分点；平均火力发电煤

耗298克标准煤/千瓦时，较全省平均水平少1克标准煤，分别

较2005年和2010年降低了35克和4克标准煤。据不完全统

计，华能电厂“十一五”期间投入资金6882万元，年节约标

煤达26827吨。天电公司用于节能技改的投入达到2500余万

元，供电煤耗从2006年的345克/千瓦时降到2012年的313克

/千瓦时，发电厂用电率由2006年的5.56％下降到4.82％。

为满足纺织、化工等行业生产用蒸汽需要，南通市先后建

成了二十多家热电联产企业。实施西城区集中供热，关停了江

山农化热电一厂、南通热电有限公司和南通宏达热电有限公司

的发电机组和锅炉，对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两台33万千

瓦机组实施供热技术改造，发电煤耗降低10克/千瓦时。同

时，南通观音山环保热电有限公司、醋酸纤维有限公司将抽凝

机改造成抽汽背压机，改造后供气能力大大提高，供电煤耗也

由415.6克/千瓦时下降到250.8克/千瓦时，达到了国内先进水

平。

（二）企业加大节能改造，生产效率逐年提高

（三）大力推进供热改造，热电联产进入大机组时代

电力工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随着国

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对电力的

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近年来，随着南通经济的快速发展，南

通电力工业发展也取得了巨大进步。装机规模不断扩大，在满

足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用电需求的同时，也优化了整个华东电

网片区的电源点结构。然而，电力生产企业既是能源产出大

户， 也是能源消耗大户。当前，南通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

关键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遇期，面对工业化及城市化的

加速推进，资源能源的节约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凸显。本

文分析了南通电力生产业发展的现状特点，探析在低能耗、低

污染、低排放的低碳经济背景下，电力生产业如何健康发展，

实现南通经济发展与节能降耗的双赢。

随着南通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南通电力工业亦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已基本形成了以500千伏为主要电源支撑、220千

伏为主网架、110千伏辐射互联、10千伏“手拉手”、400伏

“密布点”的坚强电网。2005年以来，南通电力生产业发展

迅速，发电装备扩容1.2倍，累计新增发电装机容量356万千

瓦。先后建成4台66万千瓦超临界燃煤机组、一批4.0万千瓦以

下的中小型热电机组。新能源发电装备快速扩容，新增风力发

电机组78.4万千瓦和2.6兆瓦光伏发电机组。2012年末全市发

电装机容量650万千瓦，占江苏省的9.5%。此外，南通电厂两

台100万千瓦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2013年底将逐步投产，届

时全市电力工业转型升级取得重大进展，装备水平明显提高，

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近年来，在全国“节能减排”的约束下，南通市电力企业

一、南通电力生产业发展回顾

（一）上大压小成效显著，产业层次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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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7600万千瓦装机容量中，6500万千瓦是燃煤火力发电，

占总容量的85%。2012年全省人均用电量5782千瓦时，人均

装机容量0.96千瓦，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5%、28%，但

与欧美发达国家人均2-3个千瓦水平相比差距仍很大。江苏省

电力公司总经理表示，预计2015年、2020年，江苏全社会最

高用电负荷将分别达到1亿千瓦和1.3亿千瓦。考虑目前已经核

准和获准开展前期工作的发电项目，以及已经落地的区外来电

计划，预计江苏2015年、2020年高峰时段将分别有1500万和

3800万千瓦左右的电力缺口。因此，未来电力工业发展空间

依然巨大。

根据《南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和《南通市“十二五”工业转型发展规划》，“十二五”

是南通全面转型升级，向工业化后期迈进，加快提升综合竞争

力的攻坚赶超期。“十二五”时期，南通将跨越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10000美元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分水岭，进入工业化

后期的崭新发展阶段，地区生产总值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

13%左右，到2015年，经济总量超过6000亿元，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突破80000元；工业增加值超过3000亿元，年均增幅

13%左右。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电力生产业的稳步发

展。而电力能源及装备产业也是南通“十二五”重点发展的优

势产业，南通正加快建设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电力能源及装备制

造基地。大力推进以大型火力发电为主体的重大电力项目建

设，加快发展电力能源装备制造工业。同时加快电网建设步

伐，完善电网网架结构，提高电力输送能力和外输通道容量。

尽管南通煤炭资源匮乏，但南通“靠江、靠海、靠上海，承南

启北”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港口资源，为电力生产业发展提供

了运输等有利保障。

尽管近年来，南通加大发展新能源发电，风力发电、太阳

能发电呈跨越式发展，但总体上仍以煤电为主，煤电占发电量

的92.1%。从长期看，电源结构过度依赖于煤电，不利于电力

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煤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利用率低，对环

境污染严重，不符合低碳要求，不利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从短期看，由于上网电价固定，当企业处于煤价上扬和电价受

抑的夹缝中，燃用劣质煤（灰分大，水分高，热值低）已成为

企业一种无奈的选择，势必引起锅炉效率降低和机组厂用电率

升高，导致供电煤耗升高，不符合低碳发展要求。

南通市共有二十余家热电企业，但除了观音山热电、醋酸

（二）南通电力生产业发展的形势分析

（一）电源结构总体单一

（二）部分热电厂效率较低

四、南通电力生产业发展与低碳经济

之间的矛盾

（四）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风力发电规模全省领先

（一）全国、省电力生产业发展的形势分析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对调整能源结构、减排温室气体、推

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均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南通新能源

产业快速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在能源

结构中的比重显著上升。2012年，全市风力发电装机容量

1136兆瓦，是2005年初的3.2倍，全年风力发电量22.6亿千瓦

时，占全省风力发电量的75.3%，风电占全社会用电比重由

5.5%提高到7.5%，风电的增加减少了常规化石能源消耗，减

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对南通市的节能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此

外，光伏发电和生物质发电也开始启动，全市目前光伏发电装

机容量2.6兆瓦，生物质及垃圾发电企业五家，装机容量

10.6万千瓦，能源结构得到优化。

近年来，在“节能减排”的约束下，南通电力生产业不断

提升装备水平，加强节能技术改造，在保障了全市经济社会稳

步发展的同时，也为全市的节能减排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2年，南通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

45.3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0%，全年发电量329.0亿千瓦

时，其中火力发电量303.2亿千瓦时，风力发电量22.6亿千瓦

时；热力产出量3826.5吉焦。电力生产业综合能耗556.4万吨

标准煤，占规模以上工业的41.9%。从单位产品能耗看，平均

火力发电煤耗298克标准煤/千瓦时，每发一度电比2005年节

省了35克标准煤，比2010年节省4克标准煤。按此计算，

2012年全市火力发电生产因发电效率提高比2010年节约能耗

12.1万吨标准煤，再加上风力发电增加而减少的能源消费量

33.4万吨标准煤，电力生产业两年的节能量约占全社会节能量

的17.5%。

当前，我国工业化处于中期阶段，城镇化正加速发展，对

能源特别是电力的需求仍不断增长。2012年底，全国发电装

机容量达到11.4亿千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8.2亿千瓦，占总

装机容量的71.5%，供电标准煤耗326克/千瓦时。根据国家电

力发展规划，预计“十二五”末，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增加到约

14亿千瓦，其中燃煤发电约9.2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

66%；2020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增加到约18亿千瓦，其中燃

煤发电约11.5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64%。2010-2020年

期间，国家将大力发展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

源，不断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降低燃煤火力发电比重。

江苏省作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能源资源十分匮乏，所需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资源绝大部分需从省外调入。全省

二、南通电力生产业节能状况

三、当前电力生产业发展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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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效率。据测算，热电联产与热电分产相比热效率高

30％，集中供热比分散小锅炉供热效率高50％。下阶段，一

方面，针对南通市部分热电企业设备陈旧，锅炉偏小、效率低

的现状，政府应采取相关激励政策，加大对热电企业的设备更

新和技术改造，提高热电企业的发电水平；另一方面，引导电

力企业改变主营发电的思路，采用热电联产机组，避免冷凝损

失，提高效率。积极推进华能电厂机组供热改造项目，实现热

电联产，进一步提升发电水平，同时实现南通平潮及沿江地区

实施集中供汽，减少能源消耗。

新上大型高效清洁环保的超超临界发电机组，完善电源点

布局，扩大发电装机容量。尽快完成南通电厂“上大压小”合

建项目两台100万千瓦国产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加快建设

大唐吕四港电厂二期工程两台125万千瓦的燃煤发电机组，提

升全市煤电装备能力，力争装机容量突破1000万千瓦。

紧盯发电新技术前沿领域，抢抓国家鼓励发展高效、环

保、洁净发电技术示范项目的政策机遇，在充分调研论证基础

上，尽快启动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示范项目，抢占洁净煤

发电技术应有的制高点。适度发展燃气发电项目，发挥如东

LNG燃气项目的便利条件，抢占洁净煤发电技术应有的制高

点。加快建设江苏华电通州热电联产工程项目4台200MW级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供热机组项目，提高南通“绿色煤电”

的比重。

南通海岸线绵长，沿海滩涂平坦、广阔，是开发大型风电

场最好的场址之一。南通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进一步扩容风

力发电装备，同时努力扩大生物质能、太阳能、余热余气等新

能源的利用，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利用结构。第一，如东

县拥有106公里海岸线和104万亩沿海滩涂，均占全省的九分

之一，是江苏省的海洋滩涂大县。启东市拥有77.5公里海岸

线、40万亩沿海滩涂和6万亩辐射沙洲，应继续在如东、启东

地区建设一批风力发电站；第二，加快建设一批生物质能发电

厂。利用南通本地及周边农林资源丰富的优势，规划建设3-

4座生物质能（秸秆）发电厂，优先利用现有热电厂锅炉进行

改造或扩建，秸秆可采用造粒或打包技术，政府给予相应扶持

政策，彻底解决困扰农民燃烧秸秆污染城市空气难题；第三，

鼓励工业企业充分利用余热余气。鼓励钢铁、化工等行业的大

型企业，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将原本废弃的余热，炼铁高炉和

焦炉煤气加以回收利用，建设综合利用发电机组，做好节能环

保工作。

（责任编辑：高萍萍）

（二）加快百万千瓦大型机组建设，提升煤电装备能力

（三）抢抓“绿色煤电”示范项目，抢占发电高新技术应

用的制高点

（四）加快发展新能源发电产业，促进能源利用多元化

纤维等几家企业技术设备较为先进外，其余多数企业机组老

化，锅炉较小，效率较低，个别企业发电煤耗超过500克/千瓦

时。而由于一直以来电力企业总资产回报率低，2012年，电

力生产业总资产贡献率为10.9%，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

9个百分点，投入大收益慢也使得发电设备更新改造受限，影

响了效率的提高。

近年来，为了节能降耗，发电企业都在节能上下了功夫，

做到了年年有项目，效率得到提高。其中华能、天电、大唐等

企业机组的厂用电率和供电煤耗等指标在全国同类机组中已处

于领先水平。同时，随着运行时间的推移，华能和天电两大部

分机组性能将逐渐老化，其机组大修周期为6年，保守估计机

组性能老化1%，则供电煤耗将增加3克/千瓦时。今后较长一

段时间，企业老机组难有大的节能技改项目，届时供电煤耗无

法再逐年改善。

目前我国光伏发电成本已降至1.1元/千瓦时，预计到

2015年将下降到0.8元/千瓦时；风电平均成本在0.5-0.65元

/千瓦时，生物质发电成本在0.4-1元/千瓦时，核电成本在

0.45元/千瓦时左右。而目前我国火电上网标杆电价一般在

0.4元/千瓦时左右。新能源发电企业仍以政府补贴为主，这在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影响了行业的发

展。

电力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工业生产、经济发展、资源环

境等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构建清洁、安

全、高效的能源供给体系，是南通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

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必然选择。“十二五”提出了“大力发

展新兴能源产业，加快核电建设，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和生

物质能，发展煤炭的清洁利用产业，以及加强传统能源的产

业，建设大型能源基地，努力发展煤电大型的能源企业”的发

展思路。南通电力工业应抓住机遇转型升级，引导发电企业千

方百计提高“热效率”这一核心竞争力，发展模式实现三个转

变：即从“做大发电装机容量规模”向“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

率”转变，从“利用成熟传统发电技术”向“世界前沿领先发

电技术”转变，从“单一发电产品”向“电、热、气多联产”

转变；全力发展“高效、绿色、低碳、智能”的新型电力工

业。

热电联产是国内外公认的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是城市化

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政府大力倡导的十大重点节能工程

之一。积极开拓热力市场，实施热电联产，可以提高煤炭利用

（三）部分发电设备已属先进水平，节能空间收窄

（四）新能源发电成本相对传统能源发电高

（一）大力推进热电联产建设，提高煤炭利用效率

五、南通电力生产业发展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