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环保领域碳中和动态追

踪(三十四)：煤电机组改造升级

方案发布 重点进行灵活性与节

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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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11 月 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公布关于开展全国煤

电机组改造升级的通知。指出要进一步降低煤电机组能耗，提升灵活性和

调节能力，提高清洁高效水平，促进电力行业清洁低碳转型，助力全国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文件中指出：存量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应改尽改，“十四五”期间完

成 2 亿千瓦，增加系统调节能力 3000-4000 万千瓦，促进清洁能源消纳。

“十四五”期间，实现煤电机组灵活制造规模 1.5 亿千瓦。 

在电力规划“十三五”规划中曾提出“十三五”期间改造 2.2 亿千瓦，

增加调峰能力 4600 万千瓦。但由于经济性等因素，改造进展缓慢。截至

2019 年底，我国累计推动完成煤电灵活性改造约 5775 万千瓦，远不及目

标。但是当前，一方面电网对稳定性需求大幅提升：到 2030 年风电、太

阳能发电装机量将达到 1200GW，大规模的新能源并网迫切需要大量的调

节电源。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过程中，对火电灵活性

改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在 7 月 29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进

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优化完善分时电价机制后，火电通过灵活

性改造成为调峰电源后，有望获得更高的调峰收益，经济性进一步增强。

结合两方面因素，我们认为“十四五”期间火电灵活性改造将会成为重点，

完成 2 亿千瓦的火电灵活性改造的计划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的。 

根据北极星电力网数据，不同的调峰技术对应的调峰容量成本差别较

大。若采用低压缸零出力调峰技术，调峰容量成本平均在 170 元/KW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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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采用汽轮机旁路供热技术，调峰容量成本平均在 570 元/KW 左右；若采

用低压缸高背压循环水供热技术，调峰容量成本平均在 1200 元/KW 左右。

取成本下限为 170 元/KW，上限为 1200 元/KW，估算得，十四五期间用

于火电灵活性改造的投资为 51-480 亿元。 

除灵活性改造制造目标外，文件中还提出了煤电机组供电煤耗水平目

标、节煤降耗改造和供热改造目标。 

煤电机组供电煤耗水平目标：到 2025 年，全国火电平均供电煤耗降

至 300 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节煤降耗改造：对供电煤耗在 300 克标准

煤/千瓦时以上的煤电机组，应加快创造条件实施节能改造，对无法改造的

机组逐步淘汰关停，并视情况将具备条件的转为应急备用电源。“十四五”

期间改造规模不低于 3.5 亿千瓦。供热改造：鼓励现有燃煤发电机组替代

供热，积极关停采暖和工业供汽小锅炉，对具备供热条件的纯凝机组开展

供热改造，在落实热负荷需求的前提下，“十四五”期间改造规模力争达

到 5000 万千瓦。 

投资建议：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过程中，对火电

灵活性改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双碳”目标下，对火电的节煤降耗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认为火电灵活性改造与节能改造的加速，将在“十四五”期间为

相关企业创造额外的营收和利润增量。重点关注变频器相关公司：禾望电

气、英威腾、汇川技术、伟创电气；火电设备相关公司：东方电气、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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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电气（H）、上海电气、杭锅股份、龙源技术。 

风险分析：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峰谷电价价差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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