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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一体化项目的优势及抗风险能力分析

李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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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煤电一体化产业注重上下游协同发展，它的业务布局、资源转化效果良好，是传统能源企业在生产实践

中探索出的成功发展模式。煤电一体化项目具备先天优势，所以项目在建设、运营过程中也必须考虑项目的抗风险能

力，不断降低固定成本，提升项目的竞争力。本文中以煤电一体化项目作为研究主题，讨论项目发展优势与所面临风

险问题，对项目优势及抗风险能力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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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煤电一体化发展战略是我国能源产业的重要举措，

它以煤电产业作为基础，延伸优化产业链。煤电一体化

项目主要运营方式为资源就地转化，省去了大量中间多

余环节，运输成本大大降低，特别是原料供应链之间的

矛盾问题也被有效化解，保证了燃料的可靠性，降低了

企业运营成本，减少了运输风险，极大地提升了项目的

经济效益。

1��煤电一体化项目的建设内涵与政策环境

1.1  建设内涵
煤电一体化产业追求纵向一体化发展，实现煤炭与

电力的深度绑定，强化协同发展，提升企业效益。煤电

一体化项目特指一个企业的煤电机组与煤矿分布在同一

个近距离区域，或共同布置在同一厂区内，分别管理，

煤矿和电厂之间实行内部核算。煤矿产煤通过输煤皮

带、大型专用车直供电厂。发电企业自身拥有煤矿，无

需从市场上采购燃料，煤矿企业配套转化电厂项目，实

现资源就地转化，发电企业可以极大地降低运营成本，

煤矿企业可以不用担心销售问题。煤电一体化项目利用

产业上下游关系，避免煤企和电企之间的博弈，增强了

抗风险能力，实现了效益最大化。煤电一体化项目优势

是以煤炭为基础，配套转化项目，省去中间环节和运输

成本，解决了供需矛盾，增强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提高效益，实现上下游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发挥项目的

整体优势。

1.2  项目特征
煤矿和电厂由同一家开发主体投资建设，煤电一体

化项目才能初步形成，体现资源优势。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煤矿和电厂二者相互支持、依存，产生较好的联动

效应。煤电一体化项目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煤炭企业

投资建设电厂，通过延伸煤炭产业链，大力发展电力项

目，把煤炭资源就地转化，实现经济效益的最优化。同

时，国家支持大型煤电基地建设，煤炭企业大力建设坑

口电厂，实现煤电一体化经营。二是电力并购或建设煤

矿，电力企业通过控股周边煤矿或获得周边煤炭资源开

发权，为自身提供可靠煤源，平抑煤价，稳定煤源，实

现发电业务效益最大化。现在至“十五五”期间，我国

“多煤、少油、缺气”的能源特点不会变，以“煤炭为

主体、电力为中心”的能源战略将长期存在。我国发电

用煤比例将持续提高，煤电一体化项目因其先天优势将

得到较大的支持力度，一体化模式将得到较快发展。

1.3  政策环境
我国煤电一体化项目建设遵循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规

划，主要围绕煤炭主体展开，建设大型煤电基地，实施

“西电东送”战略。另外，国家也鼓励煤电企业建设大

型煤炭生产基地，鼓励煤炭企业、电力企业实现联合重

组，一方面发展电能、一方面建立大型煤电基地。伴随

着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不断深入，新能源装机比例持

续提升，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和随机性对电网运行提出

了更大挑战，需要在沙戈荒大型新能源基地配套建设支

撑性、调节性煤电项目，也为煤电一体化项目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

综合来讲，我国电力结构长期围绕燃煤火电展开，

但是伴随供需关系的不断变化以及外部国际形势的变

化，煤电一体化项目建设主要性逐渐呈现出来，新型电

力系统迫切需要建设支撑性煤电。煤电企业也在寻求发

展出路，通过煤电一体化项目建设来寻求矛盾问题的解

决方案。在多年的政策环境优化与指引下，国内煤电一

体化项目建设主要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其中大型电力

集团内部会专门组建煤电产业业务平台，逐渐形成煤电

一体化发展框架；再一点就是鼓励发电企业、煤炭企业

参股控股，收购煤矿生产项目，形成实质性联营；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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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电力企业与煤炭企业参与到大型物流体系建设中，不

断投资打造煤电一体化项目发展产业链[1]。

2��煤电一体化项目的发展优势

煤电一体化项目发展存在其固有优势，如上文政策

环境中所阐述，煤炭企业与电力企业需要加强合作，共

同追求资源共享与优化，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降低联合生产运营成本。如此一来，煤炭和电力项目在

推动能源结构优化与转型方面发挥合力，不断提高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具体来讲，煤电一体化项目发展优势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上：

2.1  资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
煤电一体化项目实施就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重

组合作，保证资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实现对资源的

重组与优化配置，资源利用效率也能得以提高，抗风险

能力显著增强。在这一过程中，目前国内大型发电集团

都开始发展煤电一体化项目，他们将项目建设在煤矿周

边，采取一体化经营模式，如此能够大幅度降低生产成

本，持续提高市场发展竞争力。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主要是将煤炭作为生产原材

料，如此可以实现对煤炭资源就地转化，将输煤变为输

电，极大地降低了我国运输成本。其中，所产生的粉

煤灰、渣等将作为建筑材料商品被投用到建筑工程项目

中。在这里，采用废煤渣处理方法可以实现生态环保，

对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加以有效遏制，缓解生态环境污染

负面影响。煤电一体化项目建设中煤炭、电能资源的利

用效率都能有所提高。同时，对于环境污染的有效“减

负”也是关键，因为煤电一体化项目中煤炭大量运用清

洁转化及高效环保设施技术，减少煤炭燃烧过程中所产

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目前，煤电行业超低排放技术

的应用使得污染物排放浓度较2005年降低了90%以上。
2.2  运营成本全面降低
煤电一体化项目生产运营过程中大量中间环节被简

化，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影响大大降低，运营成

本全面降低。项目应该做好科学规划工作，实现对煤

炭、电力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如此可以促进煤电相互

协作，发展煤电资源，实现煤矿与电厂优势的相互互

补，适应市场环境，如此对于加速项目发展建设融合具

有一定利好。如此低运营成本下的电力供应机制建设稳

定，有效应对当前电力供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燃煤价格

波动。在项目运行中，煤炭储备以及煤电机组调峰工作

优势效能也都能被充分体现出来。

2.3  区域经济发展有效促进
煤电一体化项目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比较明显作

用，例如许多项目建设过程中响应了国家能源发展战略

要求，积极落实“西电东送”发展战略，如此对于促进煤

炭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非常有利。煤电一体化项目可以有效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可以促进当地GDP增长，增加当地税
收，促进就业，带动周边经济发展也是相当利好的。

例如，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打造煤电一体化项目，

它在推动能源结构改造与转型方面不遗余力，其中出现

了某些转型技术内容。煤电低碳化技术、高比例生物质

燃烧技术、二氧化碳收集与利用技术等等，这些技术对

我国早日实现“双碳”目标非常有帮助，给予了最大的

技术支持[2]。

3��煤电一体化项目的建设发展风险问题

煤电一体化项目属于我国能源战略发展的最重要组

成部分，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各种风险问题切实存

在，它制约了项目向前发展，下文着重分析其中可能存

在的各点风险问题。

3.1  市场风险问题
在煤电一体化项目建设进程中，市场风险问题不容

忽视，这主要是因为煤炭与电力市场存在经济发展波动，

这也与市场需求变化不无关系。例如，煤炭价格、电力价

格、发电量发生波动，如此对于煤电一体化项目的效益影

响较大，这严重影响了电力市场的现实竞争需求，它对于

项目的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影响相对较大。

3.2  资源与环境风险问题
在煤电一体化项目建设中，对于煤电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存在风险，例如煤炭与电力都属于非可再生能源，

资源枯竭风险问题是实际存在的。另外，在项目生产过

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污染物对生态环境有一定影响。煤

电一体化企业所在地区对粉煤灰的综合利用程度较低，

固体废弃物堆放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3.3  技术风险问题
煤电一体化项目的技术风险问题存在于电力生产过

程中，其中的技术问题与设备故障问题同时存在。众所

周知，煤电一体化项目建设成本高、技术水平高，为保

证项目高效率、高安全性生产运行，所以技术更新与设

备维护保养工作必须同步开展，其中的技术风险问题时

刻存在[3]。

3.4  融资风险问题
煤电一体化项目实现了煤炭企业、电力企业的资源

融合，所以项目中的资金需求较大。目前的项目在融资

方式上追求多元化，例如银行贷款、融资租赁、吸引投

资者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有效降低对于单一投资渠道

的过分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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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煤电一体化项目的建设发展抗风险能力总结

4.1  市场抗风险能力
煤电一体化项目发展模式的核心优势体现在控制成

本的能力上，它通过不同企业联手来整合上游煤炭资源

以及下游发电业务资源，合作降低项目生产建设成本。

在这一过程中，针对项目的市场抗风险能力，有效推动

项目实现煤电协同，为项目在市场发展中迎来新契机。

煤电一体化项目需要关注传统发电收益，主动参与电力

市场现货交易，积极打造电力系统调节服务机制，为项

目发展争取更多的市场机会以及额外收益。项目若要规

避市场风险，还需要做好前瞻性工作，追求长期可持续

发展。在市场中，不但要注重收益率中枢有效建设，同

时也要减小盈利波动性，一方面降低煤炭采购成本，一

方面提高项目整体盈利水平，平稳推进电价改革工作，

发挥项目成本优势。上述做法都能有效抵御煤电一体化

项目市场风险，保证煤电企业向好发展[4]。

4.2  技术抗风险能力
煤电一体化项目在发展技术抗风险能力方面需要合

理运用各种先进技术，一方面采用矿山综采技术，使用

智慧矿山系统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打造绿色智慧矿

山，应用煤矸石回填技术降低地面环境压力；另一方面

采用高效超超临界发电机组，降低发电煤耗，采用热能

回收技术减少热量排放，同时使用超低排放技术减少环

境污染；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中还要通过二氧化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掺烧生物质、绿氨等技术打造低碳电厂。做

到项目技术抗风险能力水平持续提升[5]。

4.3  融资抗风险能力
煤电一体化项目发展需要不断拓宽融资渠道，降低

融资成本，为此企业方面需要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方

式，保证利用目前最新型的金融工具来丰富融资渠道，

增加融资量。项目发展建设也需要与金融机构形成良好

的沟通与合作关系，确保融资条件有所优惠，同时提出

更为灵活有效的多元化融资方案。

另外，政府方面也需要参与到煤电一体化融资项目

建设中，对其中可能存在的政策、环评、用地、交通等

要素保障问题进行同步分析，为项目建设、运营提供良

好的外部条件，提高煤电企业的整体市场发展竞争力。

政府也要加强对项目的有效监管与指导工作，保证项目

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所以说，政企共同发力，才能保障

煤电项目可持续发展。政企谢总能够有效助力诸多技术

内容、资源共享内容全面发展，提高了项目的整体风险

承受能力。

在对煤电一体化项目市场风险、资源风险以及环境

风险、技术风险等多方面进行评估过程中，也需要加强

内部管控，建立合规管理工作机制，保证项目安全生

产。例如，要通过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来发展

煤电一体化项目融资工作，确保为项目、企业引入战略

投资者，通过发行债券、运用新型金融工具来降低对某

些单一融资渠道的依赖性。另外，强化与各个金融机构

之间的交流沟通合作也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够为煤电一

体化项目发展建设争取更多优惠的融资条件，保证融资

方案逐渐灵活化、有效化。在降低煤电一体化项目实施

风险以及融资成本过程中，也需要保证项目、企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通过各种成本战略来实现上述目标，确保

煤电一体化项目风险融资难度有所降低，企业市场抗风

险能力更强。

总结

在我国，煤电一体化项目发展建设是完全符合国家

新能源发展战略要求的，它利用传统能源支撑可再生能

源发展，通过煤电联营以及煤电与新能源联营等方式，

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高资源整体利用效率，

同时降低项目建设与生产成本。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

础上，也希望煤电一体化项目实现能源结构的全面优化

与升级转型，为实现项目未来平稳健康发展创造更多利

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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