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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中国环境保护与能源转型的压力持续加大，“煤改电”政策应运而生并逐渐实施。论文梳理了“煤改电”

政策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以及实施规模。通过电力供应链条的分析，研究了基于“煤改电”的能源转型对能源供应的安全

性影响，并提出了合理的对策。基于此，探讨了提高能源供应稳定性的关键技术与途径。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policy 
of “coal to electricity” came into being and gradually implemented.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main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scale of the policy of “coal to electrici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ower supply chain, it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energy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coal to electricity” on the security of energy supply,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is, the key technologies and ways to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energy supply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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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以煤炭为主导的传统能源结构正面临挑战。环境污

染以及气候变化的压力促使我们实施“煤改电”政策，作为

一项重要的能源转型举措，其对中国的能源供应模式带来了

重大的影响。一方面，近年来的实施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问题和挑战并行不悖。随着“煤改电”的推进，中国电力

供应链条将变得更为复杂，靠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也

备受关注。另一方面，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在能源转型后面临

新的测试。为了坚持推进这项政策，我们需要在理解和分析

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寻找妥善的解决方案。论文将尝试分析

和探讨此方案。在“煤改电”政策下，如何实现能源供应的

安全性与稳定性，是本研究的核心。期望通过论文的深入研

究，为中国能源的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煤改电政策的概述和实施情况
2.1 煤改电政策的背景

随着全球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人们开始重视煤炭使用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中国

作为煤炭消费大国，不仅导致大量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

放，还对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能源供应的安全性造成

了挑战。

2.2 煤改电政策的提出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能源与环境问题，中国政府于 20 世

纪 90 年代末开始实施煤改电政策。该政策旨在通过将传统

燃煤发电转向清洁能源发电，以减少煤炭的使用量和环境污

染，提高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1]。

2.3 煤改电政策的实施情况
煤改电政策的实施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政策框架、财政

支持、技术路线、市场化改革等。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如

建立电力市场化体制、加大对清洁能源的支持力度、提高清

洁能源的竞争力等，推动煤改电工作的开展。

2.4 煤改电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存在的问题
煤改电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方面，煤炭消费

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减少，大气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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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清洁能源的比重逐渐增加，包括风能、光伏能等新型

能源的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清洁能源发

展的不平衡、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不完善等。

2.5 煤改电政策的展望
考虑到能源供应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双重需求，煤改电政

策仍然是中国能源转型的重点领域。未来，政府可以进一步

完善政策体系，加大清洁能源发展的力度，并探索多元化的

能源供应方式，以实现能源供应的可持续和稳定。通过技术

创新和市场化改革，促进能源转型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推

动能源领域的持续发展。

2.6 煤改电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规模
煤改电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加大电力供应侧结构调

整力度，推动清洁能源替代传统煤炭发电；大规模推进燃煤

发电机组超低排放和近零排放改造；淘汰落后煤电产能，提

高煤电行业的整体效益；发展并利用清洁能源，如光伏、风

电等。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16 年至 2020 年，中国计

划关闭和淘汰煤炭产能达 15 亿吨 / 年，关闭和淘汰煤电机

组达 6.4 亿千瓦。

2.7 煤改电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存在的问题
煤改电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煤改电政策加速

了清洁能源的发展，促进了煤炭消费向清洁能源的转变，降

低了煤炭消费和减轻了环境污染。煤改电政策促进了电力行

业的结构调整，提高了电力供应的可持续性和效率。煤改电

政策的实施仍然面临一些问题。煤改电政策对于煤炭行业和

相关企业的影响较大，可能导致一定数量的失业和社会稳定

问题。煤改电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电力供应不足、电

网运营困难等技术和运营问题 [2]。

煤改电政策是中国政府应对能源和环境问题的重要举

措。通过减少煤炭消费和推进清洁能源发展，煤改电政策有

望为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带来积极影响。煤改电政策

的实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解决好相关的技术和社会问题，

以确保能源供应的可持续和稳定。

3 煤改电政策下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分析
3.1 电力供应链条的安全性分析

在煤改电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电力供应链条的安全性成

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电力供应链包括电力生产、传输和

配送等环节，其中每一个环节的安全性都对能源供应的稳定

性有所影响。

电力生产环节的安全性需要保证。在煤改电政策下，由

于煤炭消费减少，新能源的生产和利用成为一个重要方向。

而新能源的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如光伏电站

的光伏组件损坏、风电场的风轮损坏等，这些都可能导致电

力生产能力下降，从而影响能源供应的安全性。

电力传输环节的安全性也是需要关注的。随着煤改电政

策的推行，电力传输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新能源主要集

中在风电和光伏等分布式发电方式。传输线路的建设和运行

对于确保能源供应的安全性至关重要，而且新能源的接入也

要考虑如何更好地与传统能源进行融合。

电力配送环节的安全性同样需要考虑。随着煤改电政策

的实施，电力配送系统也面临着一定的改变和调整，如增加

对分布式能源的接入和改造传统配电网等。这些改变可能会

对电力配送网络的安全性产生影响，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

确保能源供应的安全稳定。

3.2 基于煤改电的能源转型对能源供应安全性的影响
煤改电政策作为能源转型的重要举措，对能源供应的安

全性有着明显的影响。煤改电政策的推行可以减少对煤炭的

依赖，降低了煤炭供应的安全风险。传统能源的供应受限于

煤炭的运输和储备，而煤改电可以通过增加其他能源的比例

来平衡能源供应，从而减少煤炭供应中的不确定性。

基于煤改电的能源转型还可以增加能源供应的多样性。

通过引入新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可以增加能源供应的

多样性，减少对单一能源的依赖。这样一来，即使某一个能

源供应出现问题，也能够通过其他能源来弥补，从而提高了

能源供应的安全性。

另外，煤改电政策的实施还可以提高能源供应的灵活性。

传统的煤炭供应存在一定的固定性，而新能源的接入可以根

据需求进行灵活调整。特别是分布式能源的推广，可以更加

灵活地进行调度和管理，从而提高了能源供应的灵活性和响

应能力，进一步提升了能源供应的安全性。

3.3 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尽管煤改电政策在提高能源供应的安全性上具有诸多优

势，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新能源的不稳定性给能源供应带

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的供给

受天气因素的限制，导致供应不稳定，需要通过能源储备和

互补来应对。

新能源的接入也需要解决与传统能源的协同问题。由于

新能源的发电方式不同于传统能源，需要与传统能源进行协

同运行，保证能源供应的平稳过渡。这涉及电力系统的调度

和管理等方面的技术问题，需要在政策层面和技术层面进行

改进和完善。

能源供应的安全性还需要考虑能源储备和应急响应的能

力。当能源供应出现紧张或中断的情况时，需要有足够的储

备能源和应急措施来保障能源供应的安全性。

针对以上挑战，需要采取一系列对策来提高能源供应的

安全性。加强新能源的技术研发，提高供能可靠性和稳定性。

完善电力系统调度和管理机制，优化能源供应链条，确保能

源供应的安全和稳定。还需要加强能源储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的建设，以应对突发情况和能源供应的紧张情况 [3]。

煤改电政策在能源供应的安全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优化电力供应链的安全性，加强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确

保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可以有效推进能源转型，实



63

Powe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现可持续发展。在推行煤改电政策的过程中，仍需面对一系

列挑战并采取相应对策，以进一步提升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

4 煤改电政策下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分析
4.1 煤改电政策对电力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煤改电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能源结构

和电力供应方式，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性产生了一定影响。由

于煤改电政策的推进，电力系统中煤炭消耗量减少，替代能

源的引入增加，这使得电力系统的供需平衡面临新的挑战。

不同能源的供应能力和特性不同，其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性产

生不同的影响。

由于煤改电政策的实施，新能源的比重不断上升，包括

风能、光伏能等。这些新能源的特点是不可控和间断性，其

接入电力系统后，可能会对电力系统的频率和电压稳定性产

生影响。另外，新能源的接入还可能导致电力系统的功率波

动增加，进一步影响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4]。

由于煤改电政策的推动，电力系统中火电厂的退出和新

能源的接入使得电力系统的发电容量结构发生了改变，这可

能会对电力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带来不确定性。因为火电

厂经过长期建设和运行，其发电能力和运行经验相对稳定，

而新能源的接入则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持和调度能力来保证

稳定供电。

4.2 煤改电与电力系统的协同运行策略分析
为了应对煤改电政策对电力系统稳定性带来的挑战，需要

采取一系列的协同运行策略。要加强对新能源的管理和调度能

力，确保其合理、稳定地接入电力系统。这包括优化新能源发

电资源的分布布局，合理安排新能源的发电计划，通过合理配

置储能系统等手段来提高新能源的可控性和可调度性。

要加强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提高电力系统对

煤改电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响应能力。这可以通过改进电

力系统的调度和运行方法，提高电力系统的调度响应速度和

调度控制能力，降低电力系统的波动性，提高电力系统的稳

定性和可靠性。

另外，要加强与电力用户、企业和政府的协同合作，共同

推动煤改电政策的实施。这可以通过加强信息的共享和沟通，

提高各方的理解和合作，建立良好的利益共享机制和协调机制，

形成共同推进煤改电政策的合力，确保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4.3 提高能源供应稳定性的关键技术与途径
为了提高能源供应的稳定性，需要采取一系列关键的技

术和途径。应加强电力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合理配置各种能

源的发电设备和输电线路，保证电力系统具备足够的供电能

力和传输能力，确保供需平衡和稳定供电 [5]。

应加强对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集成应用，提高新能源的

可控性和可调度性。这包括开发基于智能调度的新能源发电

系统，改进新能源发电设备的运行控制技术，提高新能源发

电系统的灵活性和响应能力，使其能够与传统能源形成互补

和协同运行。

另外，要加强对电力系统的监测和管理，建立完善的电

力系统监测和管理体系，实时监测电力系统的运行状况和故

障信息，及时预警和处置潜在的问题。还应加强电力系统的

安全管理和风险控制，建立健全的安全保障机制，减少事故

和故障的发生，提高电力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煤改电政策的实施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和挑战。通过加强协同运行策略和关键技术的推广应用，可

以提高电力系统对煤改电政策的适应能力和响应能力，确保

能源供应的稳定性，推动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本研究围绕“煤改电”政策以及电力供应的安全稳定性

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以助力

中国能源的绿色转型进程。首先，论文分析了“煤改电”政

策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以及实施效果，明确指出了在实施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其次，通过对电力供应链的深入

剖析，本研究明确了基于“煤改电”的能源转型对能源供应

安全性的具体影响，并对每个挑战提出了合理的对策。最后，

论文深入研究了“煤改电”政策对电力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并分析了能源转型后电力系统的协同运行策略。

然而，实际推行“煤改电”政策，会面临极大的挑战，

现阶段的技术水平及资源配置状况仍存在诸多不足，无法完

全保证电力系统在全面转型后能够实现稳定、安全的供电，

需要继续加强研究。未来，有待研究者们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对“煤改电”政策影响的研究，解决能源供应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问题，为实现中国能源的绿色转型，煤炭资

源的清洁利用，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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