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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出台推动电力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
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意见》精神
，推动我省电力产业清洁高效健康有序发展，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贵州省推动电力行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一、加快电力体制改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一)主要目标。高效安全的电力体系基本形成，市场配置电力资源的机制初步建立，政府监管体系和监测预警机制
进一步完善，电力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十三五”期间，完成792万千瓦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和1650万
千瓦机组节能升级改造任务，关闭淘汰煤电产能114万千瓦;新增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600万千瓦以上。到2020年，
电力总装机达到6900万千瓦，其中煤电装机控制在3800万千瓦，全社会用电量力争达到1700亿千瓦时，全省外送电量
力争达到1000亿千瓦时。

 二、加快煤电结构调整，推进煤电转型升级

 (二)实施超低排放改造。落实《煤电机组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
任。2016年至2019年，对现役16台非W型火焰锅炉和非循环流化床锅炉煤电机组(装机总容量792万千瓦)进行超低排放
改造。到2020年，实现在基准氧含量6%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10、35、50毫克/立
方米。

 (三)实施节能改造。采用汽轮机通流部分改造、锅炉烟气余热回收利用、电机变频、供热改造等成熟节能改造技术
，重点对30万千瓦级和60万千瓦级机组实施综合性节能升级改造。

 (四)淘汰落后产能。2020年前，关闭淘汰20万千瓦以下纯凝机组114万千瓦;对改造后供电煤耗仍达不到国家能耗标
准和污染物排放达不到国家环保要求且不实施节能减排改造的煤电机组实施关停。

 (五)合理调控煤电投产时序。对煤电项目进行分类指导。对续建项目，业主单位要保障工程建设资金按期足额到位
，保证工程建设质量，按时投产;对在建项目，控制投产节奏，适应市场需求;已核准尚未开工建设的项目，合理安排
开工时间。原则上“十三五”前三年不核准煤电项目，后两年根据电力市场需求适时启动核准程序。

 (六)优化煤电装机结构。新建煤电项目必须符合国家新的排放标准和节能要求。积极支持有条件的煤电企业通过“
上大压小”，在我省建设60万千瓦级乃至100万千瓦级超超临界示范机组。到2020年，全省60万千瓦级机组在煤电装
机的占比由目前的54%提高到68%以上。

 (七)加强自备电厂管理。根据能源资源和市场需求，严格新建机组能效、环保准入门槛、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
控制指标，科学规划建设自备电厂。执行统一的产业政策和市场规则，推动自备电厂成为合格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
场交易，并按规定缴纳政府性基金和政策性交叉补贴费用。构建“规划、政策、规则、监管”协调一致的监管体系，
强化对自备电厂的监督管理，提升自备电厂运行水平，维护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三、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进一步优化电力结构

 (八)优化水电开发。加快续建的水电项目建设，积极发展农村小水电，对具备条件的水电项目实施扩机增容，力争
到2020年装机达到2200万千瓦。优化水电梯级调度，实现发电、城乡生活生产用水、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九)加快发展风电。加大风电项目建设力度，促进风电与观光旅游综合开发，实现我省风能资源充分合理开发利用
，力争到2020年装机达到600万千瓦。

 (十)积极发展光伏发电。在光伏资源条件较好的西部县区，利用荒山、荒坡、废弃矿山等建设光伏电站。结合农业
生产、生态保护和观光旅游，推进农光互补等综合开发，因地制宜推进光伏扶贫，力争到2020年装机达到200万千瓦
。

 (十一)大力发展瓦斯和生物质能发电。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煤矿瓦斯、垃圾、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力争到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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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达到100万千瓦。

 (十二)积极推进核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前期工作。争取将我省核电项目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核电厂址纳入
国家保护目录。争取将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纳入国家选址规划和建设规划，争取首个项目在2020年前开工建设。

 四、加强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电力普遍服务水平

 (十三)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力争2018年前完成我省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任务，农村电网供电可
靠率不低于99.8%，综合电压合格率不低于97.9%，户均配变容量不低于2千伏安，建成结构合理、技术先进、安全可
靠、智能高效的现代农村电网。

 (十四)加快实施城市配电网建设改造工程。在中心城市(区)内选取核心区域建设高可靠性示范区，到2020年供电可
靠率不低于99.99%。建设10个新型城镇化配电网示范区，实现与城镇规划建设协同推进，与水、路、气等其他基础设
施协同发展。将住宅小区供电工程纳入配电网统一规划，建立统一标准，规范建设。

 (十五)加强通道能力建设。加快金(金州变)天(天生桥二级电站)线和兴(兴义电厂)金(金州变)线在金州变电站站内配
串方案的前期工作。争取国家电网支持，加快推进毕节华润煤电送重庆专用输电通道建设。加快建设威宁变至奢香变
、奢香变至鸭溪变、诗乡变至碧江变、兴仁换至独山变等500千伏线路工程。

 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增强电力市场竞争力

 (十六)扩大并规范直接交易范围。逐步减少发用电计划，逐年提高市场化交易比例，到2020年市场化交易电量比例
达到60%以上，大工业用电全部实行直接交易，统调煤电企业必须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鼓励符合条件的自备电厂参
与市场化交易。探索水电和新能源发电参与市场化交易机制。

 (十七)拉动省内用电有效增长。建立电量和电价挂钩机制，鼓励大用户通过直接交易等方式降低电价，增加产能，
扩大用电量。进一步落实大数据、大旅游、大生态等新兴产业电价优惠政策，利用电价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
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居民阶梯电价政策，鼓励居民用电。增加城乡电力消费，为发电企业提供发展空
间。

 (十八)促进外送电量稳定增长。进一步加强与广东等省(区、市)的电力合作，建立“计划+市场”的西电东送新机
制，在计划电量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市场直接交易电量。从2016年起实施“黔电送深”对口帮扶毕节专项计划，2016年
向深圳送出电量30亿千瓦时，争取逐年增加。探索与周边省(区、市)开展市场化直接交易模式，鼓励发电企业和售电
公司“走出去”开拓省外市场，每年市场化交易电量力争达到50亿千瓦时以上。

 (十九)推进售电侧改革。鼓励电力企业单独组建或与园区合作组建配售电公司，建设园区新增配电网，实现发配售
电一体化发展，激发电力企业培育市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电力企业依托自身优势成立售电公司为用户提供综合
能源服务。

 (二十)强化科技创新。建立企业主体、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科技创新体系，完善市场倒逼机制和科技创新激励机
制，推动电力企业加快科技进步步伐，提高综合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在贵州电力规划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加快建设
煤电科技创新平台。加强与科研机构、设备制造企业合作，针对我省无烟煤的煤质条件，开展煤电机组高效清洁发展
方向研究。开展山地抗凝冻低风速启动风力发电机组的技术研究和应用，研发高效率转换光伏组件。

 (二十一)推进电力信息化建设。依托大数据、互联网建设电力生产、输配、调度、交易等智能化平台，运用我省首
创的电力交易指数，加强电力交易市场的监管。按照“集中调控、分布自治、远程协作”要求，加快推进智能电网建
设，实现电网快速响应与精确控制。集成电网、车企、交通、气象、安全等各种数据，建设基于电网、储能、分布式
用电等元素的新能源汽车运营云平台，实现充电网、车联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加强与科研机构合作，研究建设
我省流域梯级水电安全与应急信息管理平台。

 六、推进电力上中下游产业融合发展，加快电能替代步伐

 (二十二)推动煤电联营。鼓励煤炭企业、煤电企业通过资本注入、股权置换、兼并重组、股权划拨等方式推进煤炭
和煤电实现联营，发展混合所有制。优先规划建设煤电联营项目，简化核准程序，实现电厂和配套煤矿同步规划、同
步核准、同步建设。将煤电一体化项目用电纳入配套电厂用电范围，在同等排放和能耗条件下发电优先上网，支持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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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一体化项目参与跨省(区、市)电力市场化交易。

 (二十三)延伸电力产业链条。依托已建或在建煤电项目，规划建设一批煤电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有针对性开展招商
引资，引进市场销路好、科技含量高、与煤电产业能互动互补发展的加工企业进入园区，切实降低园区企业用能成本
，实现能源资源高效综合利用，促进产业循环发展。探索建立“煤炭-电力-用户”联动机制，实现煤炭+煤电+下游企
业共赢发展。鼓励煤电企业参股或控股大数据、大健康、大旅游等新兴产业和铝工业、化工、建材、冶金等高载能企
业，形成利益共同体，促进煤电与下游产业联动发展。

 (二十四)推进电能替代。鼓励居民使用蓄热式电锅炉、蓄热式电暖器、电热膜等多种电采暖设施替代分散燃煤设施
。在工农业生产中，结合产业特点，推广使用电锅炉、电烤房、电窑炉、电灌溉等。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推广使
用电动汽车。七、加大统筹协调力度，保障电力行业健康发展

 (二十五)强化责任分工。在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领导小组领导下，由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牵头，负责电力
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研究解决改革中的困难和问题;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环
境保护厅、省国土资源厅、省财政厅、省科技厅、省国资委、国家能源局贵州监管办等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能职责和
本意见要求，细化任务和工作措施。各地要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做好节能减排、煤电联营、淘汰落后产能、深
化电力体制改革等政策解读，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二十六)强化规划引领。加强“十三五”电力发展规划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全国电力发展规划的有效衔接，
优化电源布局，做到电源建设与市场消纳相平衡、电源建设与电网发展相协调，推动煤电有序健康发展。强化规划约
束，控制煤电规模，凡是未进入“十三五”国家和省级电力发展规划的项目一律不得开工建设。

 (二十七)强化政策支撑。对达到超低排放水平的燃煤发电机组，按照国家关于实行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电价支持政策
的有关要求，给予电价补贴。适当增加超低排放机组发电利用小时数，原则上奖励300小时左右。对污染物排放浓度
低于国家或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50%以上的，落实减半征收排污费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燃煤电力企业发行企业
债券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于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对能效和环保指标先进的新建燃煤发电项目优先纳入全省年度火
电建设计划。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国能新能〔2016〕54号)等
文件精神，落实国家关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确保可再生能源优先发电和全额收购。

 (二十八)强化精准调度。对各项改革任务进行分解，明确部门和企业职责，细化措施，制定时间表，落实责任人，
建立调度机制，实施精准调度，及时解决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完成任务。建立督查考核办法和情况通报制度，
开展定期督查和绩效评估，对完成不力的单位进行问责，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意见还对各项工作任务的牵头单位、责任单位作了明确。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955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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