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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和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资源富

集，是我国重要的煤电、新能

源和电力外送基地。在“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任务下，内蒙

古正积极推动电力绿色低碳转

型，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截

至 2022 年底，内蒙古新能源装

机和发电量占全区总规模比重已

分别接近 37% 和 21%，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但由于新能源出力

的间歇性和随机性，无法可靠提

供电力支撑，当前以及未来较长

一段时间内，煤电仍是内蒙古

保障电力安全和新能源消纳的

“压舱石”和“稳定器”。本文

结合内蒙古煤电行业特点，研究

分析煤电行业经营状况和存在的

问题，提出未来内蒙古煤电发展

思路，为双碳目标实现和建设新

型电力系统提供助力。

一、内蒙古煤电行业发展

现状

截至 2022 年底，内蒙古煤

电装机 10205 万千瓦，居全国第

内蒙古煤电经营状况分析及未来发展研究

二位，仅次于山东省，占总装机

比重 60.5% ；煤电年累计发电量

5019 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

77.5%。

从功能定位来看，内蒙古煤

电机组可分为区内公用机组、自

备机组和外送机组，占比分别约

为 56%、16%、28%。其中，公用、

自备煤电机组主要由蒙西电网

和国网调度，部分自备机组孤

网运行。外送机组主要包括托

克托、上都电厂等 500 千伏点对

网外送通道配套煤电，以及上

海庙至山东、锡盟“一交一直”

等特高压通道配套电源。

从机组类型来看，内蒙古煤

电机组以 30 万千瓦级和 60 万千

瓦级为主，占比分别为 33% 和

45%。 区 内 公 用 煤 电 以 30、60

万千万级机组为主，供热机组

占比达 70% 左右 ；自备煤电以

30 万千瓦及以下机组为主 ；外送

煤电除蒙能锡林电厂外，全部为

60 万千瓦及以上机组。

从能效水平来看，内蒙古煤

电机组以空冷机组为主， 2022 年

煤电平均供电标煤消耗 313.5 克

/ 千瓦时，较全国平均水平高约

11 克 / 千瓦时，较山西、陕西等

周边煤电大省低约 5 克 / 千瓦时。

从所属企业来看，内蒙古煤

电以央企和区外国企为主，占比

超过 75%，区内国企及民企煤

电规模相对较小。其中，央企、

区外国企主要有华能、国能、京

能、大唐、国电投、华电等发电

集团，区内国企主要为内蒙古能

源集团。

从煤电联营情况来看，内

蒙古煤电一体化电厂占总煤电比

重约 30%，这些煤电一体化电

厂主要集中在国能、国电投等发

电集团，以坑口电厂或与集团内

部煤矿签订中长期供煤协议实现

煤电一体化联营。

二、内蒙古煤电行业经营

状况

近年来，随着全国煤炭价

格持续走高，内蒙古煤电行业经

营情况普遍不佳。2021 年煤炭

摘  要 ：煤电是我国也是内蒙古电力工业的基础电源。在践行“双碳”战略要求下，煤电高质量发

展和低碳转型已成为我国煤电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迫切需要。本文从内蒙古煤电行业特点现状出发，深入

分析了内蒙古煤电行业的经营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而从保障电力供应安全、煤电清洁低碳转型、市场

机制政策支持、创新“新型煤电”发展模式等四方面阐述了内蒙古煤电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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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大幅上涨更是导致煤电行业

大面积亏损。2021 年下半年，

国家、内蒙古相继出台煤电纾困

政策，综合采取保障电煤供应、

上浮火电交易电价、减缓煤电企

业税费、增加金融支持等措施，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燃煤电厂的亏

损问题，保证了电力的供应稳定。

为准确摸清内蒙古煤电行

业经营情况，研究内蒙古煤电发

展思路，对内蒙古 6 家主要发电

集团 2022 年经营状况进行了调

查研究，涉及燃煤电厂 57 家、装

机容量 5917 万千瓦，占全区煤电

企业总装机容量 58%。燃煤发电

企业经营收入主要包括发电、供

热、辅助服务三方面，发电收入

占比约 90%，是煤电企业主要

经营收入来源。总体来看，内蒙

古煤电企业 2022 年经营实现微

盈利，大部分电厂边际发电成本

均低于燃料成本，部分电煤运输

成本高、中长期合同电煤比重较

低的电厂存在亏损问题。

分集团来看，国能集团、国

电投集团 2022 年煤电发电业务

经营状况良好，其所属煤电企业

主要为煤电一体化电厂，电煤大

部分由集团内部煤矿供应，煤价

相对较低，实现盈利 ；大唐集团

在内蒙古的燃煤电厂主要为托

克托电厂，总装机容量 672 万千

瓦（含 60 万千瓦自备机组），由

于机组主要为 60 万千瓦高参数机

组，发电成本较低，且其中长期

合同电煤比重超过 95%，2022 年

大唐集团煤电业务实现盈利 ；华

能集团北方公司、内蒙古能源集

团由于其所用电煤中集团内部生

产电煤比重较低，电煤采购成本

较高，2022 年煤电业务总体盈亏

平衡，部分电厂亏损 ；华电集团

由于其所属煤电企业无配套煤矿

资源，均通过电煤中长期合同和

市场供应电煤，且其部分机组按

自备模式供电、电价较低，2022

年华电集团煤电业务亏损。

三、内蒙古煤电行业现存

问题

一是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

情况不及预期。2022 年内蒙古电

煤中长期合同实际履约率未达到

100%，部分电厂履约率偏低，发

电企业需要通过购买高价市场煤

保障燃料供应，大幅提高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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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成本。部分企业由于资金困

难，购煤和发电积极性下降，导

致电厂出力水平降低，影响电力

安全可靠供应。

二是市场交易机制尚不完

善。自 2022 年 6 月起，蒙西电

网开始了电力现货市场连续结算

试运行，发用电侧出清价格峰谷

价 差 接 近 1600 元 /MWh， 在 反

映供需、发现价格、引导发电企

业顶峰保供、促进新能源消纳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目

前在结算阶段实行不高于 10%

的获利回收机制，发电企业缺乏

顶峰发电的积极性。同时，虽然

调峰辅助服务已纳入电力现货市

场，但由于规则限制，煤电灵活

性调节能力无法获得应有回报，

进一步影响了煤电企业的经营收

益。

三是外送电定价机制有待

调整。目前，内蒙古已建成以输

送煤电为主的电力外送通道上网

电价，主要由受端地区基准电价

扣除输电费用确定。在 2021 年

出台上浮火电交易电价政策后，

内蒙古区内煤电按照火电基准

电价上浮 20%、高耗能企业电

价不受 20% 限制上调了煤电价

格，而外送电厂电价仅按送端上

网电价 20% 进行了上浮，造成

当前外送电价低于区内煤电价格

和电力受端地区电价，内蒙古自

用和外送煤电电价出现倒挂。

四是煤价与热价联动机制

尚未建立。热电联产机组是北方

冬季集中供暖的主要力量。热价

通常按当地政府规定执行，内蒙

古多数地区已多年未进行调整。

在煤价连年上涨的大环境下，热

电联产机组供热收益风险大幅增

加。特别是蒙东地区，由于其冬

季温度低、供暖期长，发电企业

供热耗煤量远高于其他地区。同

时，蒙东地区整体热价相对偏

低，国电投等主要发电供热企业

供热业务亏损。热电联产项目煤

价与热价联动机制有待尽快建

立，保障供热企业合理经营收益。

四、内蒙古煤电未来发展

思路探析

在践行“双碳”战略要求

下，煤电清洁高效低碳转型已成

必然趋势和迫切要求，应通过科

学规划煤电规模布局、集中攻关

关键技术、探索创新“新型煤

电”等举措，加快煤电转型，推

动煤电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一）保障电力安全供应仍

需煤电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随着中东部负荷不断向内蒙

古转移集聚，以及区内用能电气

化水平不断提升，预计“十四五”

中后期及“十五五”内蒙古电力

需求将保持5%以上的刚性增长。

从供给侧看，水电、核电、气电

发展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新型储

能技术成熟前，风电、光伏等新

能源尚不具备提供可靠保障容量

的能力，客观上仍需要煤电发挥

托底保障作用。另一方面，新能

源的大规模高比例发展加大系统

调峰压力，电力电子设备并网增

加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风险，煤电

作为现阶段最经济可靠的系统调

峰电源和转动惯量支撑电源仍需

发挥作用。因此，2030 年前甚

至“十六五”期间仍需新增一定

规模的煤电装机，发挥顶峰作

用，用于保障新增负荷供电需求。

预计 2025 年内蒙古新能源

装机将达到 1.35 亿千瓦以上，

是 2022 年装机规模的 2 倍，新

能源装机规模超过燃煤火电装机

规 模 ；2030 年 达 到 2 亿 千 瓦、

新能源发电总量超过火电发电总

量。“十五五”期间，内蒙古煤

电发电量将逐步进入平台期，发

电量占比将逐步下降至 50% 以

下，煤电发电量将由新能源电量

替代，煤电利用小时数预计由

当前的 5000 小时下降到 2030 年

的 4000 小时左右，煤电定位逐

步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向系统调

节性电源、应急备用电源，到

2030 年前实现煤电电量达峰。

（二）存量煤电改造升级是

清洁低碳转型的关键

内蒙古存量煤电装机总量

大、机组类型多、运行特性复

杂，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型电力系

统构建、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是

要有序淘汰煤电落后产能，严格

宏观 MACRO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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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国家煤电淘汰落后产能有关

标准，加大能耗水平高、污染物

排放大的煤电机组淘汰力度。因

地制宜开展老旧机组淘汰整合工

作，将符合规定的退役机组按

照“退而不拆”原则，转为应急

备用电源。全面开展存量煤电机

组节能改造，鼓励实施清洁能源

发电替代，大幅降低碳排放和能

耗水平。推广应用供热改造、汽

轮机通流部分改造、锅炉烟气余

热回收利用、电机变频等成熟适

用的节能改造技术。二是要推动

现役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推广

应用“热电解耦”改造技术，因

厂制宜采用低压缸零出力、汽轮

机旁路改造、锅炉稳燃等成熟适

用技术方案，缩短改造时间，降

低改造成本。在不降低顶峰能力

的前提下，改造后纯凝机组最小

技术出力不超过 30%，供热机

组供热期最小技术出力不超过

40%、单日连续运行时间不低于

6 小时。

（三）积极谋划煤电健康发

展长效市场机制和政策支持

结合煤电定位转变方向，适

应性改革煤电行业体制机制，构

建煤电企业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

和体系。做好中长期市场和现货

市场的衔接，提升中长期合同比

例。丰富交易品种，鼓励煤电企

业和电力用户自主协商，以灵活

浮动方式形成具体价格。探索建

立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电源

侧容量市场或容量补偿机制，完

善辅助服务市场，为煤电长期持

续稳定投资提供有效激励。深化

燃煤机组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

革，研究制定煤电两部制电价机

制，充分客观反映煤电机组电力

供应保障的价值，保障煤电企业

稳定经营。提升煤电企业融资能

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避免煤

电企业现金流断裂，保障煤电企

业稳定经营，逐步解决煤电行业

亏损 ；大力推进煤电联营兼并重

组，研究制定煤电联营支持政

策，实现上下游行业协同共赢发

展，着力缓解煤电企业困境 ；积

极推进“煤电 + 新能源”融合

发展，鼓励存量和增量煤电项目

配套建设新能源项目，优先支持

煤电企业开展一体化多能互补项

目开发，促进煤电行业健康持续

发展。

（四）探索创新“新型煤

电”发展模式

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强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健全国家安全体

系，确保能源安全。随着内蒙古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进程不断加

速，煤电作为内蒙古的主力电

源，正在由基础保障型功能定位

向支撑调节型转变。新型电力系

统对煤电灵活、低碳、高效、智

能化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开展新型煤电发展路径研究是内

蒙古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迫切需

要。预计从现在到 2030 年期间

建设的大部分煤电项目将运行或

延寿运行至 2060 年，完整经历

“碳达峰”“碳中和”过程，应将

其作为面向未来的“新型煤电”

进行设计。新型煤电在功能上应

与新型电力系统的需求相适应，

以较低体量发挥更大的灵活性调

节、惯性支撑、供热、生物质资

源消纳处置等功能，具备长期应

急备用或频繁启停调峰能力，实

现低碳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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