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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排放绩效法在火电企业二氧化硫指标控制方面的应用，根据沈阳市“十一五”二氧化硫总量控制要求制定

了排放绩效标准，并利用绩效法对各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总量控制指标进行了测算，提出了总量分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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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ct The thesis introduces the appliance of emission performance standards to s02 emission control in thermal power plants．

According to the Shenyang Eleventh Five—Year Plan。the emission performance standards are confirmed baⅢxl on s02 total emission con—

trol demands．MeanwhileI the s02 total emission control standards in respective coal—fired power plants a肥嘲uered by emission per-

formance standards．The thesis brings allocation methods of the total 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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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十一五”期间，我国高度重视污染物总量控

制工作。首次将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作

为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的约束性指

标，纳人到《中国同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

划纲要》中，要求各地严格控制其排放总量，到

2010年两项指标要削减2005年排放基数的10％。

胡锦涛总书记专门做出重要批示“当前，环保任务

十分繁莺。望尽心尽责，强化依法管理，加大治理

力度，努力实现总量控制的目标”。温家宝总理明

确提出总量削减10％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十

一五”硬性指标，各地区必须完成。

在全国二氧化硫减排任务中，电力工业减排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务院批复的“十一

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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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业二氧化硫总量实行计划单列，要求到2010

年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硫总量要控制在950万t左

右，比2005年降低近30％，对实现全国10％的减

排目标贡献率高达90％以上。因此科学、合理的

制定电力企业污染物控制指标，对于完成减排任

务具有重要意义。

2绩效法概念及目前应用情况

目前对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总量分配方法较

多，有环境质量反演法、历史数据法、排放绩效法

和拍卖法等，其中国内应用范围最广的是排放绩

效法。污染物排放绩效是生产单位产品所排放污

染物的量。电力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绩效就是指其

每单位(1k矾电量或lJ热量)所排放二氧化硫的

量。该方法是一项综合反映企业生产过程中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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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效率和污染物排放情况的重要指标。由于全

面考虑电力企业生产技术、生产效率、燃料质量、

污染治理水平与二氧化硫排放量等因素，应用该

方法进行指标分配，可不必在按每个电力企业使

用机组类型、生产工艺、燃料硫分含量、脱硫技术

及电厂投运时间等情况进行，分配易于操作，形势

简洁，可体现公平性和公正性。

绩效法最早起源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在设计

NO；交易计划时率先将绩效法的概念运用于火电

厂NO。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中，并取得较好效果。

目前国际上，该方法广泛应用于C02的配额分配。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进行了《利用排放绩效标准

控制电力行业污染》的研究。2007年国家环保部

出台《二氧化硫总量分配指导意见》，要求对于电

力行业二氧化硫总量指标分配使用绩效法，并根

据全国所在区域和时段的不同提出明确的绩效分

配值；江苏电力行业借鉴美国经验，出台《电力行

业二氧化硫排放控制配额分配方案》，对江苏省电

力行业实施绩效法二氧化硫总量分配；目前重庆、

上海、山西等地均开始利用绩效法进行总量分配

研究。

3沈阳市电力企业概况

沈阳市电厂装机容量较小，且均为热电联产。

2005年全市共有电力企业9家，总装机容量74．4

万MW。2005年脱硫机组装机率仅为6．8％，二氧

化硫排放量2．82万t，占全市的排放总量的23％。

按照城市发展规划，到2010年将新(扩)建3座大

型电厂，增加机组容量160万MW，同时拆除小型

机组7．52万MW，全市总装机容量预计将达到

246．9万MW。按照“十一五”期间污染减排要求，

到2010年全市电力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应控制在

2．29万t以内(包括新增量)。
。

4绩效法总体控制思路

首先，通过调查分析全面掌握全市电力企业

污染现状，对当前各电力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绩效

值进行核算；第二，按照机组投运时间、脱硫效率

要求等因素，确定不同时段的二氧化硫排放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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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值；第三，考虑机组容量情况，确定容量系数；

第四，按照火电企业装机容量、生产状况及“十一

五”期间发展情况，计算其二氧化硫排放分配指

标；最后，对分配的各电力企业指标进行加合测

算，了解是否满足全市电力企业二氧化硫总体控

制指标目标要求，如达到要求则下达指标控制配

额，否则进行调整。

5指标分配方法研究

5．1指标分配原则

在利用绩效法指标分配中，应确保以下7点

原则。

(1)保障总量控制目标原则。最终全市电力

企业指标分配总和满足沈阳市“十一五”期间电力

企业污染减排相关要求，即到2010年全市电力企

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应控制在2．29万t以内(包括

新增量)。

(2)保障大气环境质量原则。确保不降低所

在地区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规划的要求。

(3)保障城市发展空间原则。由于沈阳市当

前电力企业总体装机容量相对较小，不能满足未

来城市发展需求，因此在指标分配时要考虑今后

城市发展，预留一定量，为新建大型项目腾出总量

空间。

(4)对新建项目从严的原则。对于新上建设

项目要求必须安装脱硫设施，且脱硫效率符合国

家、地方相关规定。因此其二氧化硫绩效值相对

较低。

(5)促进原有机组脱硫技术改造原则。对于

现有机组无脱硫设施要进行技术改进，有脱硫设

施要符合相关要求，对于脱硫技术的选择，将给出

明确意见及指导。

(6)鼓励热电联产原则。对于热电联产企业，

允许将供热量折算成发电量参与指标分配，并可

将其通过扩大供暖面积，拆除小t位锅炉腾出的部

分二氧化硫配额分配给该企业，但配额不超过其

实际用量。

(7)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不参与分配原则。①

对于已经限期取缔、关停的小火电机组不参与分

配；②二氧化硫超标排放，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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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限期治理，逾期仍未达标

排放的；③与地方政府签订污染减排任务责任状，

逾期未完成任务的。

5．2火电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绩效值现状调查

2005年沈阳市热电企业二氧化硫平均排放绩

效为6．29／kWh，其中20万kW热电排放绩效值

5．89／kWh，20万kW以下热电企业热电排放绩效

值6．79／kWh。具体情况见表l。

表1二氧化硫排放绩效

5．3“十一五”期间火电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绩效

目标控制值的确定

按照沈阳市“十一五”减排工作计划要求，全

市所有火电企业均要进行脱硫设施改造，并出台

《沈阳市燃煤锅炉脱硫除尘设备(设施)淘汰及推

荐名录(第一批)，要求现有全市燃煤火电企业脱

硫效率达到80％以上，新建燃煤机组脱硫效率达

到90％以上。因此按照相关减排要求，将排放绩

效目标值控制时段分为两个时段：即一时段为

2005年之前投产的火电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绩效

基准值(GI)为1．29／k矾电；二时段为“十一五”期
间预计投产的火电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绩效基准

值(G2)为0．79／kWh电。

5．3．1设置机组容量系数根据全市现有火电企

业不同规模机组的实际排放绩效值，设置不同机组二

氧化硫排放绩效值容量系数K，具体见表2。

表2不同机组二氧化硫排放绩效值容量系数

序号 机组容量 K值

O．8

O．9

1．0

0．9

1 大于60万kWh机组

2 大于等于20万kWh小于60万kWh机组

3 大于等于5万kwh小于20万kWh机组

4 小于5万kWh机组

5．3．2确定热电联产分配方法 为鼓励热电联

产，其机组供热部门折算成发电量参与分配，用等

效发电量D表示，具体计算公式为：

D=供热量(MJ)X0。278×0．3

5．3．3明确不予分配排放指标机组原则 对于

机组容量小于5万kW，使用年限超过30年，且纳

入沈阳市“十一五”期间关停小机组名单的机组不

予分配排放指标。具体对电厂B中2台2．5万

kW、电厂E中的2台1．2万kW、电厂I两台0．06

万kW机组不予分配减排指标。

5．4排放指标分配方案的计算

5．4．1 2005年之前投产的火电企业计算

①单台机组二氧化硫排放配额(％有)=Gl
×Dl X K

’

②企业排放配额=Wl+赐+耽
5．4．2“十一五”期间预计投产的火电企业计算

①单台机组二氧化硫排放配额(形新建)=

G2 X D2 x K

②企业排放配额=Wl+赐+％
其中G．为2005年之前投产的火电企业二氧

化硫排放绩效基准值，取1．09／kWh；G2为“十一

五”期间预计投产的火电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绩效

基准值，取0．79／kWh；D．为2005年之前投产的火

电企业单台机组综合发电量，具体计算取2005．

2007年间最大值；D2为“十一五”期间预计投产的

火电企业单台机组综合发电量，具体按照相关部

门审批文件确定；K为机组容量系数。

5．4．3排放指标分配结果经计算，沈阳市lO家

电厂二氧化硫排放指标总数为13278t，达到2010

年全市电力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应2．29万t控制

目标。具体分配结构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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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表3排放指标分配结果

窦?：誓 总篙w‘鲢 时段
排放／g壤．(准kW值h)“-'／nW

”
K值

杨：f℃号。 万 封繁， 备注

5 E

2．4

,40

I

II

— O 属于淘汰机组
一 o．9 1397 一

，J、计 1397 一

合计 13278

6结束语
排放绩效法是一种相对公正、合理的火电企

业二氧化硫排放配额分配方法。本文在对沈阳市

燃煤电厂调查基础上，结合“十一五”沈阳市二氧

化硫减排工作要求，利用绩效法测算了各电厂“十

一五”总量控制目标，为实施电厂二氧化硫总量管

理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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