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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力外送陷困局 多省电煤紧张煤价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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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风能最富集地区，内蒙古可开发风能容量超过2．8亿千瓦，占据全国风能资源的半壁江山，

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曾称之为“风电三峡”。截至2010年8月底，蒙西电网风电装机515．8万千瓦，位

居全国第一，电网接入风电容量占电网开机容量的23．4％，位居世界领先水平，风电已经成为内蒙古的

第二主力电源。 

    然而，豪华数据的背后，却正在形成一个无法填充的“漏斗区”——作为国内唯一一家独立的省级电

网，依托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等诸多优势，在厂网分家改革时，中央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强有力的支持，

为内蒙古特意保留的蒙西电网，眼下却因电力输送通道建设严重滞后等问题，陷入多电送不出、风电大量

弃风的困境。 

    输电“通道”之祸 

    “风电三峡”遭遇“输电瓶颈”之祸，一切要从输电说起。 

    “电力是内蒙古的支柱产业，GDP占比达三分之一。”内蒙古发改委主任王秉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 

    记者从内蒙古电力集团了解到，目前，国家规定风电上网电价为0．51元／千瓦时，在内蒙古，风电

今年的发电利用小时达到2500小时，而风电上网完全成本却低于0．46元／千瓦时，可观的收益成为各大

电企逐鹿内蒙古的关键。然而，随着风电装机容量的骤增，蒙西电网电力输送通道陷入比内蒙古至北京的

公路还要更加严重的堵塞情况。 据了解，蒙西电网目前只有两条500千伏“网对网”东送华北的输电通

道，白天可送电390万千瓦，后半夜仅为250万千瓦。事实是，这两条线路最大输电能力也只有430万千

瓦，后半夜受限的大部分是清洁的风能资源。 

    显然，对于风电大区内蒙古来说，现有两条输电通道已无法满足电力外送的要求，第三、第四送出通

道虽然六年前就通过可研论证，但直到目前仍是纸上谈兵。加之风电上网目前尚存在本地无力再“接纳”

的问题，所以，即便风电价格再低，依旧会受限。 

    “窝电”探源 

    内蒙古出现“窝电”的根源在何处？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曾向记者透露，内蒙古电力发展尚未真正纳入国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格局、蒙西电力

外送通道建设严重滞后、已有电力外送通道效能得不到科学高效的利用、不合理的电价机制限制当地电力

需求，以及国家淘汰高耗能企业力度之大，致使民族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停产、停建，更加削弱了当地电力

消纳能力，是造成蒙西电源装机严重富余、外送困难的主要原因。其中，内蒙古电力发展尚未真正纳入国

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格局和蒙西电力外送通道建设严重滞后，成为内蒙古出现“窝电”的两大最重要因素。 

而这也正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蒙西电网和全国众多院士、专家们最大的心

病。 

专题

·2010

·2010

·中

·2010

·2010

·2010

·2010

·2010

·2010

·2010

点击

直通车 



    为了解决这些制约瓶颈，上述各方多年奔走求助，全国各大新闻媒体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深度报道，

国家电网公司在“两会”期间郑重承诺今年开工两至三回电力通道。但是，至今没有见到实质性成效。 

    据媒体报道，蒙西电网超高压第三、四通道可研方案于2005年方案获得通过，但是，因为国网公司坚

持建设特高压交流通道，众多电力行业的院士、专家反对建设特高压交流通道而推荐建设特高压直流通

道，国家电网公司规划的蒙西特高压送出通道一直因意见分歧而未获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核准，以至于规

划未能进入实施阶段，进而导致内蒙古长达5年再没有核准一条新的送电通道。 

    另有消息称，因内蒙古在国家能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国家没有对内蒙古能源建

设做出专门规划，造成内蒙古电力市场外送通道建设与电源建设严重脱节，内蒙古“窝电”由此产生。众

多省份电煤紧张、煤价飞涨，而长途运煤汽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排成巨龙，堵塞在110国道和进京高

速公路上。 

    解决之道 

    内蒙古电力外送困局，不仅关系到内蒙古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国家乃至世界能源形势的变

化，通道遇阻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到国家能源安全，受访院士、专家认为，首先应该明确内蒙古电力在国家

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加快蒙西电网外送通道建设。 

    据了解，为缓解内蒙古“窝电”难题，国家能源局曾于去年下发《关于加强华北电网和蒙西电网联合

调度的通知》，通知要求两电网公司通过实施联合调度，充分发挥风电效益，并明确提高现有蒙西电网向

华北电网输电通道低谷时段的送电量，确保达到250万千瓦，争取实现300万千瓦。 

    国务院研究室的调研报告《关于尽快解决蒙西电力外送难问题的建议》中也明确指出：“应明确内蒙

古电力在国家能源发展发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跨省、跨区电能交易，促进内蒙古电力资源在全国范

围内统一配置。同时，应加快蒙西外送电通道建设，充分利用现有电力通道的输送能力，并保持两条通道

送电潮流全天维持在高峰送电水平；加快托克托、上都、岱海煤电‘点对网’送华北电网送电通道和蒙西

电网联网，充分发挥富余能力，提高电力外送能力。”对于内蒙古电力来说，这样的做法不用投资或极少

投资就能缓解问题，而且更具操作性。 

    然而，蒙西电网今年5月底的数据显示，实际平均送出电量只增加了30万千瓦，后半夜风电送出仅增

加了50万千瓦左右，高峰弃风已达290万千瓦。 

    至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窝电”难题，受访院士、专家及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议案、提案纷纷建议

在蒙西电网开展绿色能源相关政策试点工作，以及探索加大大容量消纳风电、峰谷电价、外送通道投资多

元化、风电科学调度、风电送出通道投资补贴等方面的政策。众多院士、专家的建议恰与内蒙古电力公司

的想法不谋而合。 

    据记者了解，日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42个部委和单位联合组成的国家调研组的169名成员分成产

业组、能源组、交通通信组等10个专题调研组，调研内蒙古产业结构现状、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统筹协调

发展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特色优势产业政策扶持等七个重要方面。而长期以来困扰内蒙古电力产业发展的

“输电瓶颈”问题能否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值得期待。 

责任编辑：李广 【返回顶端】

 

我要发表留言

特别提醒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
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请注意语言文明，尊重网络道德，并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
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中国煤炭市场网新闻跟帖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