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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工程输电效益未充分发挥 成本有待进一步降低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浙福特高压交流等十项典型电网工程投资成效监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规划
落实、运行实效、投资效益等方面对浙福特高压交流等10项典型电网工程从投产至2017年6月的投资成效情况进行了
全面分析，并对往年检查过的部分直流工程进行“回头看”。

 这10项典型电网工程具体为：浙北～福州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哈密南－郑州±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溪
洛渡左岸-浙江金华±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糯扎渡电站送电广东±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兰州东～天水
～宝鸡750kV双回输变电工程、溪洛渡电站送电广东±500kV直流输电工程、民勤红沙岗风电基地330kV送出工程、唐
山乐亭500kV输变电工程、内蒙古武川～察右中旗～汗海500kV 输变电工程、浙江 500kV 天一～春晓Ⅲ回输变电工程
，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和内蒙古电力公司分别承担其中7项、2项和1项的投资建设工作。

 《报告》指出，在所检查的10项典型电网工程中，大部分工程实现了设计预期的功能，运行情况总体良好，但部分
工程输电量偏低、输电损耗偏高、部分可靠性指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部工程造价均未超核准投资，但部分工程
单项突破核准规模或投资较高；大部分工程建设程序合理，个别工程在获得核准意见前已违规开工建设。同时，7项
“回头看”工程总体运行良好，运行效益逐步稳定，但大部分直流工程平均利用小时数不足5000小时。

 部分工程输电效益未充分发挥、运行效率有待提升

 《报告》指出，受到负荷预测偏高、市场供需变化较大、工程建设与电源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影响，部分工程投运后
最大输电功率一直未达预期，输电能力发挥不充分，工程利用小时数偏低，输电效益未充分发挥。例如，浙福工程20
15、2016年平均功率分别为18.28、19.46万千瓦，仅分别为设计能力的3.6%和3.8%；年利用小时数分别为314、334小时
。

 此外，哈郑、溪浙、糯扎渡、溪洛渡工程出现部分阀组强迫停运和单极强迫停运的情况，部分年度的强迫能量不可
用率偏高，导致部分可靠性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运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据统计，2016年，哈郑工程强迫能量
不可用率0.18%，糯扎渡工程强迫能量不可用率0.3%，溪洛渡工程强迫能量不可用率0.3%，均高于0.061%的同期全国
水平。为提升电网工程运行效率，《报告》建议，电网企业应在总结有关重大工程经验基础上，全面科学做好新建项
目前期可行性论证工作。特别是结合国民经济和地方发展实情认真做好负荷预测工作，科学分析电磁环网对电网稳定
和输电能力的影响，全面论证重大工程落点对送受端网架的冲击，充分论述工程投运后面临的风险和瓶颈，客观评估
工程投运后实际能达到的输送能力，以避免工程实际投产后的低效运行。

 同时，电网企业应加强在运直流工程的强迫停运原因分析总结，针对共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提高直流工程的运维
管理能力，完善直流工程运行控制策略，降低工程强迫能量不可用率，确保工程可靠性指标，不断提升工程运行实效
。

 部分工程建设方案制定有待完善，建设管理不够规范

 《报告》指出，个别直流接地级工程存在建设过程中方案多次调整、建成运行后与油气管道工程相互影响等问题，
导致相关电源送出受限，工程自身运行方式受限、短时输电能力下降。例如，溪洛渡工程、溪浙工程接地极与油气管
道距离较近，难以通过地理空间避让的方式消除彼此干扰。为控制故障后接地极入地电流对油气管网的影响，需限制
接地极运行方式，快速压减40%~60%的直流功率，导致短时输电能力明显下降，系统调控难度和风险相应大幅增加
。

 此外，由于部分工程智能变电站试点项目中的合并单元等智能化关键设备存在质量和运行可靠性不高等问题，未发
挥应有作用，国家电网公司已于2015年发文取消了330千伏及以上智能站的合并单元配置。目前，国家电网公司的新
建智能变电站已停用或减少使用这些设备，已投产的变电站也在计划整改中，整站拆除导致停电时间增长。

 监管中发现，武川工程于2013年9月获得核准，但于2012年5月就已开工建设。该工程在未获得政府核准的情况下提
前开工建设，不符合国家和行业政策，建设管理不够规范，不利于输配电网络科学有序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报告》指出，电网企业应加强与政府及行业间沟通协调，积极开展课题研究，深入分析并妥善解
决直流工程与油气管道的交叉影响等问题，并加强工程前期工作的深度和主动性，做好与当地政府及油气行业的统筹
协调，提前处理敏感问题，确保工程按期投产，安全可靠、经济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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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电网工程建设成本参考标准，合理控制工程建设规格。充分总结经验，加强对智能变电站试点等新技术研究，
遵循“技术攻关一批、试验示范一批、推广应用一批”的原则，待示范成熟再推广应用。

 加强对工程建设规模、工期进度、设计方案、招标采购等内容合法合规性的事中检查，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产
业政策、国家和行业标准等，规范工程建设程序，不断完善项目管理体系。

 部分工程容量电费比重偏高、产生不合理成本

 监管中发现，由浙江、福建两省联网部分和浙江省内网架加强部分构成的浙福工程，容量电费比重偏高。该工程采
用两部制电价方式在华东全网收取电费，其中，容量电费为21.5亿元/年、电量电费为20元/兆瓦时。由于工程使用效
率低，浙福工程2015、2016年的电量电费仅占容量电费的1.49%、1.59%。

 同时，部分工程未按《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要求，存在单项突破核准规模或投资水平较高现象，由
此产生的不合理成本，不应全额计入输配电准许成本。例如，浙福、溪浙、哈郑工程分别发生11937万元、5171万元
、4918万元研究试验费，其中包括“设备质量控制方法及体系研究费”、“输电关键技术科普宣传方案研究费”等部
分项目应进行输配电成本的甄别。

 为此，《报告》要求，电网企业在工程前期论证时应按照输配电价相关政策科学研究投资的回收方式，降低投资风
险，提高投资效益。

 同时，为规范工程建设及运维成本管理，电网企业应严格论证工程建设中存在多种形式的附属费用的必要性和投资
回收方式，及时总结工程实施后的运行成效和投资决算情况，有效降低输配电成本。按照现行的输配电价核定原则，
为电网工程单独设立工程运维成本台账，按电压等级和工程合理分割运维成本，提升工程管理水平，便于输配电成本
核定。

 监管部门表示，《报告》发布后，将根据国家能源局监管职责，加强后续监管，督促电网企业尽快整改落实，促进
提升电网工程的投资成效和运行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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