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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電力科學研究院總工程師趙桂廷表示，外送通道不暢是造成內
蒙古窩電根源所在，目前因該原因蒙西電網約三分之一的火電機組被迫
停機，超過42%的風電機組棄風，內蒙古每年放棄的發電量可供應北京
一年用電量的約82%。到今年4月蒙西地區富餘電源裝機約640萬千瓦。

地方獨立電網 難與國家博弈
與國內其它省份不同，內蒙古擁有兩張相互獨立的電網：即蒙西電網

和國家電網（蒙東電網）。
蒙西電網是國內唯一一家獨立的省級電網，其管轄㠥內蒙古除赤峰、

通遼、興安盟、呼倫貝爾四個盟市之外其餘8個盟市的電網建設等工作，
這8個盟市是內蒙古主要的電力來源地，佔內蒙古發電總裝機的60%。
而國家電網的覆蓋區域，包括除了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和海南

（歸屬南方電網）以外的所有地區，因此蒙西電網就相當於全國電力網絡
中的一座孤島，要實現其主要電力供應區域——華北、京津唐地區以外
的電力採購、調度以及輸電通道的建設必須通過國家電網。蒙西地區電
力企業生產電量可以外送多少基本上由國家電網說了算，這成為阻礙內
蒙古解決窩電問題的重要原因。
過去6年間內蒙古發電量翻了一番多，從2005年的1,056億千瓦時增加到

2010年的2,485億千瓦時，但蒙西電網電力外送通道卻並未增加一條。內
蒙古始於「十一五」初的超高壓第三、四通道建設方案5年沒有動靜，國
家電網公司規劃的蒙西替代特高壓通道也一直未獲核准。

國家電網公司的「十二五」規
劃中提到，「十二五」期間要在
華北、華中、華東建設 「三縱
三橫」特高壓交流網架結構，並
計劃建成15條直流輸電工程，其
中有「三縱一橫」交流工程和3
條直流工程起點在內蒙古。「三
縱」是指錫盟—南京、烏蘭察布
—南昌、包頭—長沙，「一橫」
指蒙西—濰坊，而三條直流工程
是指錫盟—江蘇、蒙西—江蘇、

呼倫貝爾—山西。數據顯示這7條起點在內蒙古的通道總輸送能力6,250
萬千瓦，約相當於外送標煤2億噸，如果規劃目標達成，蒙西電網的風電
電量比例將會突破25%。同時該規劃可實現內蒙古蒙西和蒙東電網風
電、火電1:2「網對網」打捆外送的送電模式，從根本上解決內蒙古能源
電力外送問題。但該項目目前仍處於規劃商榷階段，並未正式開工。

外送通道建設 尚待國家研決
在蒙西電網尋求外送通道的建設過程中，已先後與湖北、山東、江

蘇、浙江、天津、河北等省市政府簽訂了送電協議，容量超過2,000萬千
瓦，但如果外送通道建設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合作協議也就只是一紙
空文。
據悉，目前蒙西電網正計劃與南方電網合作，在國家電網的網路上再

搭一條±800千伏的特高壓直流電線，把電從鄂爾多斯直接送到廣州，經
測算從鄂爾多斯輸送到廣東的總成本是0.3849元每度，低於目前雲南水
電機組給廣東輸送電力0.48元每度的落地價格，此舉對於兩地將是一項
雙贏的舉措。
但據趙桂廷表示，此次與南方電網逾越2,000公里的電網合作計劃，技

術、經濟等方面基本不存在問題，最大障礙來自體制方面，且該計劃目
前仍在論證階段，蒙西電網能否飛躍國家電網實現電力外送最終還要由
國務院決定，內蒙古電網電力外送通道建設仍然路途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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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電裝機富餘、風電併網受阻成為內蒙古「窩電」面臨的兩大難題，因發電機組閒置和風力發電機「空轉」帶來

的經濟損失每年就至少在100億以上。

「外送通道不暢是內蒙古窩電根源，而區內用電負荷增長緩慢又加劇了區內窩電現象」，內蒙古電力科學研究院

新能源所所長李強說。 ■香港文匯報駐內蒙古記者 郭建麗、實習記者 李倩

位於「煤都」鄂爾多斯市境內的達拉
特旗電廠，是蒙西電網統調的最大

發電企業，由於負荷下降嚴重，8台機組只
有3台運行。到2010年11月底，該電廠的機
組平均利用小時僅為4,250小時，特別是有2
台60萬千瓦的機組基本用於調峰，平均出
力只有50%。

「風火」圍城 機組大量閒置
目前內蒙古仍以火力發電為主，但從

2004、2005年國家大力提倡發展新能源以
來風電也呈破竹之勢發展。位於內蒙古東
部的呼倫貝爾市屬於國家規劃的二級風
區，風電發展迅速，華能、神華、大唐等
知名企業相繼在當地投資，截至2010年
底，全市已經擁有風電發電能力20萬千
瓦，按照「十二五」規劃，2015年全市風
電資源規模將達到1,700萬千瓦。
國家能源局日前發佈消息稱，截至今年6

月底內蒙古併網風電總裝機容量已超過
1,200萬千瓦，發電量佔全部發電量的
10.7%，遠高於全國1.18%的平均水平。但
在內蒙古窩電困境之下，風企陷併網困難

被迫大量棄風的窘境，據國家電監會不久
前公佈的專項調查結果，僅2010年上半
年，內蒙古未併網收購的風電電量就超過
了21.01億千瓦時，佔全國未收購電量的
75%以上。

技術遇瓶頸 風電被迫棄用
據內蒙古電力科學研究院資料顯示，內

蒙古風電併網困難除外送通道不暢、電網
負荷能力有限等原因外，經濟效益與技術
問題也是造成風電並網困難不容忽視的因
素。
風電發電量較小，約相當於火電同等裝

機的40%左右，在相同電網等級條件下，
電網更願意吸納經濟效益更好的火電。同
時，內蒙古目前存在電網結構比較薄弱、
電網調峰能力不足等技術問題，為保證該
地冬季長達6到8個月的供熱期，電網不得
不採取棄風措施。
針對上述技術問題，內蒙古電力科學研

究院總工程師趙桂廷表示，可通過建
立一套精準的風電出力預測系統，
提前預測、提前安排；同時發展

儲能系統，採用間歇
式能源發展模式解決
風力風電不穩定的問
題；採用小規模分散
式接入，減小風電波
動性對於電網的衝
擊，從技術提高角
度支持風電持續性
發展，解決風電併
網的技術難題。

針對內蒙古窩電狀況，內蒙古電力科學

研究院總工程師趙桂廷認為電力發展要有

整體規劃，電源點與電網及輸送通道建設

相協調，才能有效緩解當下窩電現狀。

經濟收益刺激 風企盲目擴張
據內蒙古電力科學研究院消息稱，內蒙古

風電企業利用小時數情況好的話一般可以達

到2,500－2,600小時，而達到2,100小時就可

以盈利，目前內蒙古風電平均利用小時數在

2,400小時左右，因此風電企業基本處於盈利

狀態，華電集團去年盈利主要靠風電。

趙桂廷說，以內蒙古風電發展為例，目前

風電企業陷入規模越大、棄風越嚴重的發展

怪圈，經濟收益大於棄風帶來的損失成為風

企不斷擴大規模的原因。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造成電源點建設超於電

網建設速度，電網承載能力不足，大量裝機

容量富餘。因此電力行業需要統一發展規

劃，電源點建設向潛力地區傾斜同時適當放

緩建設速度，避免資源建設浪費，同時緩解

內蒙古面臨的窩電窘境。

電網格局失衡　改革之路漫長
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也曾指出，

要從根本上解決內蒙古窩電問題，電力改革

才是關鍵，其實質是打破電網之間因相關利

益之爭而造成的壟斷。電力改革就是要在獨立存在的各

省之間進行有效交易，將市場化運作引進電力行業，目

前現狀是電網公司在上面總控制，各省有效交易基本不

存在，所以就會出現一個地方窩電，另一個地方發生電

荒這樣的問題。因此內蒙古地區要打破目前電網格局失

衡的局面，加強電網之間有效合作，從根本上緩解窩電

困境，但電力改革之路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電企狂發展
區內消納空間不足
據內蒙古電力科學研究院總工程師趙桂廷介紹，內蒙古地區電源

點建設速度遠超於本地經濟發展速度，區內電力消納空間不足，加
劇窩電問題。
2003年到2004年，內蒙古抓住因沿海地區「電荒」大量企業遷入

建廠的契機，鼓勵中央發電企業到內蒙古興建電廠，使內蒙古電力企
業獲得高速發展。但2006年以來國家陸續出台節能環保、上大壓小及限
制高耗能產業的政策，使內蒙古擬建和在建的高耗能用電項目被迫停
工，已建成的用電項目也大量停產，區內電力消納空間嚴重受制，導致
內蒙古電力裝機相對富裕，窩電問題加劇。
趙桂廷表示，針對上述問題內蒙古政府已於目前計劃固定投資8,000多

億元用於發展口岸經濟、工業園及煤化工企業建設等項目，該項計劃如
果實施將大大增加內蒙古本地電力消納空間，預計到2012年內蒙古就可
基本實現電力生產和消納之間的平衡，緩解窩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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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量翻番 外送通道五年未增

西電東輸大計 淪為紙上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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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國「煤」「電」雙雄之稱的內蒙古，早在2009年就已經取代山西成為中國產煤第一省份，據中國電力企業聯

合會統計信息部快報，截至今年2月底內蒙古6,000千瓦及以上發電廠裝機容量6,703萬千瓦，佔全國總裝機容量的

7.14%，躍居全國第一位。但在目前南方電網全網供電缺口達10%，其中貴州、廣西已發佈電力供應紅色預警（供

電缺口超過20%）之時，裝機總量和外送電量都位於全國之首的內蒙古，每年卻有近700億度砸在區內無法外送。

火電裝機富餘、風電併網受阻成為內蒙古「窩電」面臨的兩大難題，因發電機組閒置和風力發電機「空轉」帶來

的經濟損失每年就至少在100億以上。

「外送通道不暢是內蒙古窩電根源，而區內用電負荷增長緩慢又加劇了區內窩電現象」，內蒙古電力科學研究院

新能源所所長李強說。 ■香港文匯報駐內蒙古記者 郭建麗、實習記者 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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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蒙 古
6000千瓦及
以上發電廠
裝機容量佔
內地總裝機
容量7.14%，
位居全國首
位。

資料圖片

■東部多省今年陸續加入「電荒」大
軍，一度在「十一」五末被動拉響的
拉閘限電再次在「十二五」開局之年
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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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國風電各區域裝機。資料圖片

各地缺電 內蒙「窩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