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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基于“稳、掺、拓、调”四位一体燃料采购策略的探索

与实践
李　宏  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摘要：近年来，随着电力体制改革和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燃煤电厂生存空间受电量、电价“双低”、煤价居高等多重

不利因素共同挤压，亏损程度加剧。加强燃料采购管理成为新形势下增强燃煤电厂市场竞争力的重头大戏。本文作者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

提出了新形势下基于“稳、掺、拓、调”四位一体的燃料采购策略，该采购策略已在大唐运城发电公司燃料采购中进行了实践，证实其

“保供控价”能力较强，对于提高燃料供应保障和增强成本管控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煤价上涨；供应保障体系；稳定库存；深度掺烧；拓展煤源和储煤空间；调整结构；把握节奏

中图分类号：F426.2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8)018-0067-02

一、当前燃料采购面临的严峻形势
当前形势下，燃煤电厂燃料采购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1. 煤价高位运行，燃煤电厂发电成本飙升

“十三五”期间，国家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退出产

能 8 亿吨左右，随着政策推进，煤炭供应量大幅缩减，导致 2016

年以来煤价一路飙升，仅两年时间，运城发电公司采购电煤平均标

单由 2015 年的 344.01 元 / 吨飞涨至 2017 年的 568.88 元 / 吨，导致

发电成本飙升，经营压力剧增。

2. 电量、电价双低，压力“反向”传导至燃料采购侧

当前，煤电产能过剩，加之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和全额消纳，

导致燃煤电厂利用小时普遍大幅降低，同时，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

的推进，市场化电量比例逐步增加，拉动电价整体偏低。则燃煤电

厂的主要经营压力“反向”传导至成本控制环节，由于燃料成本为

燃煤电厂成本占比最大项，因此，成本控制的压力最终传递至燃料

采购侧。

3. 燃料款支付困难，“负反馈”保供控价工作，形成恶性循环

随着煤炭价格持续上涨，燃煤电厂需要投入的燃料采购成本越

来越多，而电价下滑、煤价上涨使企业经营状况每况愈下，燃料款

支付困难。反之，燃料款支付周期过长很大程度制约燃料的保供控

价能力，导致采购成本进一步升高，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二、基于“稳、掺、拓、调”四位一体燃料采购策略的

论述
确保燃煤电厂正常生产的燃料安全稳定供应、采购成本最低是

燃料采购的原则，前者是刚性底线，后者是终极目标。

科学的燃料采购策略就是平衡好“保供”与“控价”的关系，

达到二者兼顾的目的。下面对基于“稳、掺、拓、调”四位一体的

燃料采购策略进行逐一论述。

1.“稳”即建立稳定的燃料供应保障体系和稳定燃料库存在合

理水平，这是燃料采购的基本前提

多年来的采购经验证明：对于燃煤电厂，燃料供应稳定，库

存具备优势，才能增强风险抵御能力，避免市场波动下的“饥不择

食”采购行为，才能增强采购价格议定的话语权。在当前煤炭供需

紧平衡形势下，“稳”这一基本前提对燃料采购显得尤为重要。如

何做到“稳”？首先要建立稳定的燃料供应保障体系，确保“来源

稳”。即纳入企业正常合作的燃料供应商数量应达到一定水平，且

供应商的煤源分布、可供煤种、运输方式等结构组成均要科学合

理。把大型煤企作为主渠道，同步大半径拓展市场贸易户的燃料供

应保障体系是当前燃料采购的主导策略；其次要稳定燃料库存在合

理水平，确保“存量稳”。即务必保证库存量满足机组后 30 天正常

运行一定天数 ( 目前集团公司统一执行 15 天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

对两大市场、气候、运力、政策因素的统筹研判基础上确定一定浮

动天数，当前，库存可用天数维持在 15-20 天应为较合理水平。

 2.“掺”即通过关口前移、购耗协同完成深度配煤掺烧掺烧，

这是降低成本的核心手段

在当前煤价高位运行情况下，开展深度配煤掺烧成为燃煤电厂

降低燃料成本的核心手段。如何实现深度配煤掺烧？首先，要进行

“关口”前移，即重点工作由之前的“怎么掺”变为“怎么买”；其

次，要进一步增强采购部门与生产部门的协同度，即按照“需什么

买什么，买什么耗什么”的原则，采购部门和耗用部门积极配合完

成采购掺烧工作。 

3.“拓”即同步拓展适烧煤源和厂内储煤空间，这是保供控价

的必要措施

因煤炭的产、销、运各环节中受产量、价格、市场、政策、气

候等不可抗因素较多，任一因素扰动，都有可能影响燃料正常供

应，若单纯依靠 3-5 家单位的燃煤供应保障机组生产，风险过大。

所以，燃煤电厂必须拓展适烧煤源、增加供应渠道，这是稳定供应

的必要保障，当供应商累计供应能力达到电厂正常需求的 2-3 倍，

则个别因素扰动才不至于影响机组的正常燃煤供应，同时，采购渠

道增加，采购竞争性增强，也为配煤掺烧提供了煤源及煤种的选择

多样性，利于采购成本的降低；厂内储煤空间达到一定容量是保证

充裕库存、实现存煤可用天数满足一定水平的必要条件，同时，充

裕的存煤空间也是实现分堆存放、精细掺烧的必要条件。

4.“调”即科学调整采购结构和采购节奏，这是燃料采购的重

要策略

在燃料采购过程中，采购结构和采购节奏的科学调整和准确把

握具有重要作用。开展采购工作前精细测算，精准搭配出“最优”

结构。采购过程中注重中长协与市场煤、省内煤与省外煤、公路煤

与铁路煤比例的合理控制，及时优化。采购节奏的把握应以采购环

境综合因素研判结果为前提，根据研判结果相应调整短期及长期采

购节奏，做到“错峰”采购。

三、基于“稳、掺、拓、调”四位一体燃料采购策略的

实践效果
运城发电公司基于对自身劣势地理位置、严峻外部市场形势和

内部采购资金紧张的客观认知，结合历年采购经验，2017 年，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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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建立“一二级仓库 + 急救包”管理模式优化电力应急物

资的管理调配

南方电网公司在构建电力应急物资仓储上提出了建立一二级仓

库 + 急救包的管理模式，通过对仓储点扁平化管理，确保了物资

库存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达成“大物流、大配送”的新型物资管

理模式，经过几年的探索，该方法已经逐步规范成熟。这里所指的

急救包概念是指供电企业中负责输电、变电、配电、计量、供电所

等电网运维部门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满足日常运维、紧急抢修等所

需，按定额配置物资的存储点，在抢修时就可以就近取材而无需仓

储配送，这项设置提高了抢修物资供应效率，节约了应急物资配送

时间同时也加快了库存周转的效率。

四、电力应急物资的整车调配原则与物资统一调配原则
1. 整车调配原则

电力企业通过实施电力应急物资整车配送实现降低成本的目

标。因此，在发生电力故障的时候，需要立足储备点和调配线路的

实际情况开展有效分析，确保及时将应急物资送到受灾区。要保障

运送的时效性，保证整车运输是有效的方法。

我们通过对各受灾区不同物资需求及总量需求进行测算，并对

运送车最大装载量进行统计后实施匹配，确定运送方案，尤其需要

注意可以通过将每个储备点的剩余物同装一车保障物资到达时间的

统一，避免多批次装载造成的浪费及效率低下。

2. 物资统一调配原则

根据受灾点的需求，由电力应急调配中心统一针对具体受灾情

况将应急物资运输发放用于维修，该项工作的执行过程中提出了遵

循时效性原则的要求，以确保物资的高效快速送达，电力企业在进

行应急物资的调配中，需要制定有效策略，以实现应急物资的统一

调配，确保物资在第一时间到达受灾区，最大程度降低损失，确保

电力系统快速恢复正常工作，为国民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五、结语
本文立足电力供应突发事件发生后如何实现电力应急物资的最

优分配，通过对如何实现电力应急物资的高效调配进行讨论，根据

事件数量不同构建了单应急点和多应急点模型，并提出了电力应急

物资的整车调配及统一调配原则，举例分析南方电网公司在应急物

资仓储模式上的革新与采取的优化措施，力求为我国电力应急抢修

复电工作提供借鉴，推进我国电力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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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按照基于“稳、掺、拓、调”四位一体的燃料采购策略开展燃料

采购。

坚持以“库存是生命线”的原则，主力煤源锁定控股方陕煤集

团，同时加大其他实力型中长协客户的合作力度，并大力扩充市场

煤供应商库，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燃料供应保障体系，确保了全年燃

料采购工作正常开展。

按照“三步走”思路开展深度配煤掺烧。第一步是按照“都有

什么煤”的思路加强周边掺烧煤种调研；第二步是按照“能烧什么

煤”的思路，积极开展机组性能实验，确定入炉煤热值低限和硫分

高限，并以此指导采购；第三步是按照“可买什么煤”的思路，采

购前以热值、硫分“双压线”为原则精细测算，通过“多组合”方

式搭配出成本最低的采购结构。

燃料调运人员主动出击，通过多种渠道对周边区域加大煤源、

煤种搜索力度，主要在临汾、河津地区开辟了多个洗中煤煤源点，

并逐步新增了煤泥、高硫煤两个经济煤种采购，新增供应单位的全

年供应量占比接近 30%，对保障供应、控制煤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

实际采购工作注重结构优化和节奏把握。在量、质确定基础

上，以“成本最低”为原则合理分配中长协与市场煤比例，基于中

长协煤炭价格相对平稳的特点，在煤价上行时加大长协煤采购比

例，反之加大市场煤采购比例；为避免运力浪费，长运距采购优质

主烧煤，短运距则采购经济性煤种；综合依据运费成本、运力裕度

及厂内接卸能力等，合理调整公路煤与铁路煤燃煤调运比例。科学

研判综合市场，合理把握采购节奏，未出现逆势采购情况。

按照以上策略，运城发电公司 2017 年燃料保供控价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一是相对稳定的煤源保障体系和库存水平确保全年未发

生缺煤限负荷或停机事件，并使企业在采购议价压价中话语权明显

增强；二是配煤掺烧降本工作取得明显突破，全年因掺烧经济煤种

产生效益 5500 余万元；三是入厂标煤单价区域对标取得明显进步，

折算降低燃料成本约 2360 万元。

四、结语
基于“稳、掺、拓、调”四位一体的燃料采购策略是在当前煤

炭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后，供需紧平衡、煤价居高形势下提出的，

所以时效性较强，同时具备可操作性，保供控价能力较强，因此在

燃煤电厂具有普遍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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