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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运行环境
促进热电联产事业快速发展



2019年全面完成“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所确定的2019年工作重点要求：持
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巩固扩大蓝天保卫战成果，持续
开展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等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攻坚，
做好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保证
经济正常运行。这给我们从事热电联产工作的同志提出
了一个长期而繁重的任务目标。需要我们认真努力地做
好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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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好热电联产事业，保证民生和经济稳定发展

大机组供热改造与优化运行技术的推广，有力地推动了热电联
产的快速发展，近二十多年来火电大机组供热改造经历了我国经济高速
发展的阶段，有效地保证了我国城镇化和工业、民用供热发展和经济飞
速发展的需求。在当前城镇供热需求量不断增长、热负荷中心不断变化
，而火电机组布局和超低排放已经逐步完成，如何满足供热需求增长，
同时实现机组可靠节能高效运行，成为我们热电联产企业一个重要的长
期持续的课题。与此同时，远距离供热的逐渐成熟，为供热改造带来了
新的机遇。为进一步调整优化能源结构，鼓励煤炭的集中高效清洁利用
，积极稳妥地推进热电联产工作，继续探讨影响供热改造和机组稳定运
行的各种主要因素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要用新观点、新技术、新措施来
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热电联产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保证全社会
的民生需求和经济稳定发展。



二、全省电力运行情况

2018年，全省电力运行平稳有序，发用电量呈较
快增长态势，全年全社会用电量5917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8.96%，省内机组发电量5218亿千瓦时、增长7.36%，
省外来电698.9亿千瓦时、增长22.63%。截至2018年底，
全省发电装机13106.5万千瓦，220千伏及以上系统变电
总容量26090万千伏安。



（一）、全省电力工业基本情况

1、发电装机。2018年，全省新增发电装机550万千瓦，

其中风电机组85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机组309万千瓦、火电
机组32万千瓦、核电机组125万千瓦。截至2018年底，发电
装机总容量13107万千瓦。

按调度隶属关系分，直调公用机组5776.5万千瓦（其中
煤电机组5551.5万千瓦），占44.07%；地调公用机组
2720.4万千瓦（其中煤电机组664万千瓦），占20.76%；企
业自备机组4601.6万千瓦，占35.11%。

直调公用煤电机组中，100万千瓦级装机821万千瓦、60

万千瓦级装机1581万千瓦、30万千瓦级机组装机2380万千
瓦，30万千瓦级以下装机769.5万千瓦。



• 按机组类型分，煤电机组9723.1万千瓦，同
比下降39.3万千瓦，占74.19%；太阳能发电机组
1361.2万千瓦（集中式光伏638万千瓦、分布式
光伏723.2万千瓦），同比增加309万千瓦，占
10.39%；风电机组1145.7万千瓦，同比增加85万
千瓦，占8.74%；余能发电机组380.4万千瓦，同
比增加23.9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机组262.9万千
瓦，同比增加46.9万千瓦，核电机组125万千瓦，
同比增加125万千瓦，水电机组108.1万千瓦，同
比增加0.3万千瓦，合计占6.68%。（详见下图）



• 按机组类型分，燃煤火电机组9762.4万千
瓦，占77.75%；风电机组1061.1万千瓦，
占8.45%；太阳能发电机组1052.3万千瓦，
占8.38%；余热余气余压机组356.5万千瓦
，生物质（能）发电机组130.8万千瓦，垃
圾发电机组79.8万千瓦，沼气发电机组5.4

万千瓦，水电机组107.8万千瓦，合计占
5.42%。



全省发电装机构成图



2018年全省发电装机构成表（表1）

年末容量 同比增长 所占比重

全省总计 12556.2 14.75% 100%

一、直调公用机组 5601.0 0.79% 44.61%

其中：100万千瓦级 821.0 0.37% 6.54%

60万千瓦级 1515.0 4.63% 12.07%

30万千瓦级 2350.0 -1.05% 18.72%

20万千瓦级（含泰抽） 255.5 0 2.03%

10万千瓦级 654.5 0 5.21%

10万千瓦以下 6.0 0 0.04%

二、地调公用机组 2518.7 27.87% 20.06%

其中：风电机组 1061.1 26.46% 8.45%

三、企业自备机组 4428.7 30.00% 35.27%



（二）、全省电力生产供应情况

类型 发电量 同比
占全部电力
供应比重

利用小时
数

全省总计 5218 7.4% 88.19% 4085

煤电机组 4558 4.36% 77.04% 4720

风电机组 213.6 28.48% 3.61% 1971

太阳能发电机组 136.8 88% 2.31% 1227

生物质能发电机组 134.8 26.52% 2.28% 5497

余能机组 130.9 0.37% 2.21% 3634

核电机组 38.7 / 0.65% 8305

水电机组 4.9 27.18% 0.08% 449



• （三）、全省用电需求基本情况

• 1、电力供需平衡态势。2018年，山东电网
最高用电负荷8165万千瓦（8月7日），考
虑限电因素，实际最高用电负荷8400万千
瓦，同比增长1000万千瓦。最大日用电量
17.63亿千瓦时（8月7日），同比增长
11.9%。



1-12月份电网用电负荷走势图（图2）



迎峰度夏期间，全省未发生拉路限电情
况，居民生活用电及重要用户供电保障有力
。

• 2、全社会用电量。2018年，全省全社会
用电量累计591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96%。第二产业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76.6%，较2017年下降0.87个百分点；第
三产业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10.8%，较
2017年增长4.38个百分点，用电结构进一
步优化。



（二）、全省用电情况 一览表

•

单位：亿千瓦时

用电量 所占比重

类别 2018年 同比 2018年 同比

全社会用电量 5916.8 8.96% 100.00%

第一产业 77.6 10.29% 1.31% 1.22%

第二产业 4532.0 8.01% 76.60% -0.87%

其中：工业 4481.4 7.98% 75.74% -0.90%

第三产业 639.1 13.74% 10.80% 4.38%

城乡居民生活
用电

668.1 10.98% 11.29% 1.85%



（四）、山东省与全国电力工业比较

• 1、发电装机。截至2018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189967万千瓦（其中火电114367万千瓦、风电18426万
千瓦）。我省装机容量（13107万千瓦）居全国第一位。
我省火电装机容量10367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9.1%

，较全国平均水平高18.9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一位；风电
装机容量（1146万千瓦）居全国第五位。



（四）、山东省与全国电力工业比较

• 2、电力生产。2018年全国累计发电量
69940亿千瓦时，增长8.4%。我省累计发电量（
5218亿千瓦时）居全国第一位；火电发电量（
4824亿千瓦时）居全国第一位；火力发电量占全
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81.5%，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9.6个百分点。

• 3、电力需求。2018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68449亿千瓦时、增长8.5%。我省累计全社会用
电量（5917亿千瓦时）居全国第三位。



三、供热大机组改造情况

• 目前我省单机容量30万千瓦及以上发电机组共
有113台（含9台100万千瓦级机组），容量达
4844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8%，同比增加
125万千瓦、增长15%。其中供热机组77台机组
，容量2587万千瓦，占全省大机组容量的53%，
同比增加66万千瓦。其中：44台为改造供热机组
；33台原设计的就是供热机组。这77台供热大机
组中有5台60万kW级发电机组为改造供热机组，
其余均为30万kW级发电机组。到2018年底还有3

台30万千瓦级发电机组有待进行热电联产改造，
我省2010年后新投产的30万千瓦级及以上等级的
发电机组均为热电联产机组了。



2018年全省大机组构成表
单位：万千瓦

年末容量 同比增长
所占比重

台数

一、大机组 4844 3.37 %
38.12 %

113

其中：100万

千瓦级
946 15.23 %

7.44 %
9

60万千瓦级 1515 0
11.92 %

30

30万千瓦级 2383 1.4 %

18.75 %

74



四、消除不利因素，推动热电联产快速发展

（一）影响热电联产机组稳定运行的因素

目前影响热电联产机组稳定运行的外部因素主要有:

1、热电机组的规划布局与用热负荷中心的不一致性问

题、新增供热机组与已有的供热能力的协调问题。由于城市

规划发展的变化，原有的热电能力不足，而新布局的热源机

组大部分外移，热力用户中心位置对接受限，这使热电机组

能力发挥受限，长期在不经济不稳定的边界条件下运行，造

成机组运行管理困难，运行不经济。



1、煤炭价的格波动和汽价不到位，大小机组上网电价

不一致，但为了保证供热，造成热电机组亏损运行问题。也

就是热电企业的经济效益与保障民生的协调问题。

2、高品位供热与低品位用热需求，造成热力浪费问题。

大小供热机组运行时间、热价、电价不统一的问题。

3、热力需求大于电力需求时，以热定电不能满足实际

的热力供应问题。尤其是在春节期间供热需求高峰，但全社

会用电量大幅下降是低俗，热电机组发电受限，要保证正常

供热十分困难。



（二）针对以上的问题，建议以下措施

1、将热力发展规划纳入城市发展整体规划中，统筹规划

新老城区、新老热源的布局解决大部分热用户的用热需求；

运用长输供热的技术将远距离的热源引进用热负荷中心，最

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的用热需求，尽量为热电机组提供一个

良好的运行条件。另外，利用多元化分布式热能，补充集中供热

的肓区。利用民用天然气、地源热泵、甲醇燃料、压缩秸杆等多元化

燃料和热能，深入小区、单元、用户进行分布式供暖锅炉，解决人民

群众的冬季取暖问题。



2、一方面利用低谷电价，在供热管网末端加热回水，继续延长

供热半径，这在南方地区仅在夜间供热的地区是个很好方法。

利用智能化分时调控供热。在每个用户的进户总管路上安装智

能化可控阀门，通过遥控精准控制，进行分时供热，实现在不增加热

源和供热管网的情况下就可以扩大近一倍的供热用户，达到智能化节

能的目的，在不增加热源的条件下，可扩大 60%至 70%r 供热范围。



3、在热源侧深挖潜力。一是断续加快对燃煤机组进行热电联产

技术改造、利用循环水供热改造、对热电联产机组实施通流改造、管

网保温节能提效改造、增加后置机改造，大力提高热电机组的供热能

力，解决热源不足问题，扩展供热范围； 二是利用好节能减排政策，

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减排措施，政府部门对其实行的技改项目提

供资金、技改贷款财政贴息等节能减排的鼓励政策。



4、要对全部的供热机组进行在线监测采集相关数据，找出运行

规律，配合用热侧，统一调度在线运行的大小供热机组均衡供热，实

现高效经济运行。2008年始，我省建成了全省热电联产机组在线实

时监测系统。目前全省供热机组全部实现了在线监测。系统的建成实

现了对全省热电机组的发供电、供热效率、热电比和热效率等运行状

况的实时监测，加强技术管理，真正做到以热定电，最大限度地发挥

其供热能力。



5、在供热机制体制上也要多元化，热源企业参与供热管网建设

和经营管理，全方位掌握供热体系，更好的将供热系统调整到最佳状

态，处理好热源与管网的关系，为全社会供热、为人民群众的冬季供

暖提供有力的保障。

同志们：我们要认真落实国家关于节能减排的各项政策，加快热

电联产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

念指导热电联产工作，从各方面为热电联产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

境，积极利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推动热电联产向智能化发展，这

样就可以大力提高一次能源利用效率，达到节能减排环保，推动热电

联产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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