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能源局主管 中国电力传媒集团 中电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搜索  
  投稿  登录

首页 能源革命 碳达峰碳中和 新能源 新型电力系统 油气 煤炭 观察 大数据 中电传媒

杨昆：电力工业为民族复兴提供不竭动力
来源：  时间：2021-07-14 16:14

电力工业为民族复兴提供不竭动力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常务副理事长 杨昆

　　百年波澜壮阔，百年壮丽辉煌。建党百年来，我国能源事业沧桑巨变，取得举世瞩目的历

史性成就，能源结构大幅优化，供给能力不断加强，节能降耗成效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我国能源领域深刻变革，低碳转型加速推

进，多元化供应格局更加成熟。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能源工业将乘势

而上，勇担使命，为实现“双碳”目标、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作出新贡献。

　　绿色高效的电源供应体系持续优化，成为全球清洁能源发展的领跑者

　　我国有电始于1882年的上海。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电力工业基础差、底子薄，发展坎坷。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发电装机容量185万千瓦，全国发电量43.1亿千瓦时。

　　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援建25项电力工程开始，我国煤电快速发展，截至2020年底，煤电

装机容量达10.8亿千瓦。自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的高速发

展，煤电由主体性电源逐步向调节性电源转变，2020年煤电装机容量降为49.1%。20世纪70年

代，我国电力环保工作开始起步。2020年，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供电标准煤耗305.5克/

千瓦时，100%燃煤电厂实现脱硫，绝大多数火电机组实现脱硝、超低排放改造。煤电发电效

率高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蓬勃发展。水电方面，从第一座“自主设计、自制设备、自己建

设”的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开始，葛洲坝、三峡、锦屏等大型水电站如雨后春笋般兴

起，截至2020年底，全国水电装机容量达3.7亿千瓦，年发电量1.36万亿千瓦时，稳居世界第

一。新能源发电方面，1986年我国建成第一座并网风电场，2011年风电装机突破4000万千

瓦，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1983年我国建成第一座光伏电站，2015年光伏电站装机突破

4000万千瓦，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截至2020年底，我国并网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分别

达到2.8亿千瓦和2.5亿千瓦。核电方面，1991年，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30万千瓦压水堆

核电站在浙江秦山并网发电。截至2020年底，我国在运核电机组47台，装机容量4989万千

瓦，居世界第三；在建核电机组14台，装机1550万千瓦，居世界第一。截至2020年底，全国

发电装机容量22亿千瓦，全口径发电量7.6万亿千瓦时，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占比

中电专题

热点推荐

1000多位“大咖”齐聚一堂！博鳌新型电力系

探索城市低碳发展之路 烟台打造清洁能源基地

海南电网：打造新型电力系统示范 赋能自贸港

“三片一点一标杆”，广州将打造新型电力系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要协调推进储能发展

可再生能源富集区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与引领

奋进新的赶考之路 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打造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 浙江充分调动海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题

国家能源安全专题

http://www.sac-china.com/
https://www.siemens-energy.com/cn/zh.html
http://dlzz.cpnn.com.cn/
http://adsale.hk/11159-CN23
https://www.sungrowpower.com/index.php?hmsr=cpnn
http://www.cpnn.com.cn/zt/2020zt/zmgds/zuimeizhanbo/huadong/202107/t20210709_1403619.html
http://www.sanyzn.com/
https://www.flir.cn/news/industrial-news/si124-ultrasonic-imaging-camera-now-available-globally/?utm_source=cpnn&utm_medium=dp-banner&utm_campaign=P.0004.P.DP.FPM.CN.cpnn
https://www.aveva.cn/industries/power-utilities/power-generation/?utm_source=dian-li-wang&utm_medium=media&utm_campaign=china_brand_campaign&utm_content=banner-3
http://www.cpnn.com.cn/
http://www.nea.gov.cn/
http://www.cpmg.com.cn/
http://tg.cpnn.com.cn/
http://www.cpnn.com.cn/was5/web/login.jsp
http://www.cpnn.com.cn/
http://www.cpnn.com.cn/news/nygm/
http://www.cpnn.com.cn/news/tdftzh/
http://www.cpnn.com.cn/news/xny/
http://www.cpnn.com.cn/news/xxdlxt/
http://www.cpnn.com.cn/news/yq/
http://www.cpnn.com.cn/news/mt/
http://www.cpnn.com.cn/news/zngc/
http://www.cpnn.com.cn/news/xxdlxt/202107/t20210714_1404937.html
http://www.cpnn.com.cn/news/xxdlxt/202107/t20210714_1404937.html
https://www.perkins-ch.com/
http://www.cpnn.com.cn/news/xxdlxt/202110/t20211025_1444066.html
http://www.cpnn.com.cn/news/xxdlxt/202110/t20211025_1443875.html
http://www.cpnn.com.cn/news/xxdlxt/202109/t20210918_1432545.html
http://www.cpnn.com.cn/news/xxdlxt/202109/t20210918_1432546.html
http://www.cpnn.com.cn/news/xxdlxt/202109/t20210918_1432548.html
http://www.cpnn.com.cn/news/xxdlxt/202109/t20210918_1432551.html
http://www.cpnn.com.cn/news/xxdlxt/202109/t20210918_1432562.html
http://www.cpnn.com.cn/news/xxdlxt/202109/t20210918_1432564.html
http://www.cpnn.com.cn/zt/2021zt/dj100/
https://www.cpnn.com.cn/zt/2021zt/nyaq/


44.8%，发电量占比33.9%。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连续多年成为全

球最大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

　　坚强智能的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电网十分薄弱，只覆盖少数大城市，多是以城市为供电中心的孤立电

厂和相应的低压供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电网快速发展，2009年电网规模超过美国，跃居世

界第一。2011年11月，随着青藏±400千伏联网工程的投运，实现除中国台湾外的全国联网。

截至2020年底，全国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205万千米，公用变电设备容量69亿千伏

安。全国累计建成投运“14交16直”30项特高压工程。全国各级电网协调发展，区域主网架不

断完善，华北、华东特高压主网架基本形成，华中特高压主网架加快推进，东北、西北主网架

不断优化，西南川渝藏形成同步电网，南方区域西电东送主网架形成交直流并联运行的大电网

格局。

　　电压等级不断提升。历经百年发展，我国形成了1000/500/220/110（66）/35/10/0.4千

伏和750/330（220）/110/35/10/0.4千伏两个交流电压等级序列，以及±500（±400）、

±660、±800、±1100千伏直流输电电压等级。2009年，晋东南—南阳—荆门1000千伏特高

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投入运行；2010年，世界首个商业化运营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云广

±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双极投产；2019年，准东—皖南±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

运。

　　电力系统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创新装备系统、强化管理手段。加大智能电网的研究、建设

力度，开展了广州中新知识城、深圳前海新区等示范区建设，建成张北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

程。加强智慧电厂、数字电网建设，大力推动多能协同互补。电网智能化水平居世界先进行

列，保持了全国电力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打造了世界上安全运行水平最高、安全运行纪录最长

的特大型电网。

　　电力科技创新发展日新月异，引领实现电力工业强国梦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电力行业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逐渐从设备进口和技术

引进过渡到自主研发、自主设计、自主建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先进技术，电力科技水

平进入世界前列。

　　火电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力加强技术研发，1985年，首台国产60万千瓦亚临界火电

机组在安徽淮南成功运行，标志着中国大容量、高参数火电机组自主化制造的开端；2006年，

华能玉环电厂投产首台国产100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2015年，华能安源电厂、国电泰州电厂

投产66万千瓦、100万千瓦二次再热超超临界机组；截至2020年底，全国百万千瓦级电厂共

490座。2012年，华能25万千瓦整体煤气化燃气—蒸汽联合循环（IGCC）电厂投产发电，是

我国最环保的燃煤电站。2013年，我国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四川白马60万千瓦

超临界循环流化床示范电站机组投运。

　　水电方面。我国水力发电技术随着水电重大工程应用逐渐成长，从30万千瓦的刘家峡，到

40万千瓦的李家峡、55万千瓦的二滩、70万千瓦的三峡，再到80万千瓦的向家坝、100万千瓦

的白鹤滩，单机容量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国产化率持续提升至100%。我国水电行业在规划设

计、大坝施工、设备制造等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风电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风电企业通过不断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到21世

纪初期已具备600千瓦和750千瓦风电机组生产能力。2005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兆瓦级风

电机组装机试运行，此后风电机组从1.5兆瓦步入6兆瓦时代。海上风电方面，2020年7月，国

内首台1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清成功并网发电。我国风电技术水平和制造规模位居世界前

列，目前整机制造产量占全球总产量4成以上。



　　太阳能发电方面。经过多年研究和技术进步，我国太阳能技术更新迭代迅速，成本快速下

降，2010年以来加权成本下降超过80%。中国光伏制造业领先世界，多晶硅、光伏电池、光伏

组件产量均超过全球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光热领域，2005年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从无到

有，规模效应逐渐显现。2018年12月28日，敦煌100兆瓦熔盐塔式光热电站成功并网发电，标

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百兆瓦级熔盐塔式光热电站技术的国家。

　　核电方面。核电技术从无到有，通过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国较快地

掌握了世界先进核电技术，具备了10万千瓦、30万千瓦、60万千瓦、100万千瓦、150万千瓦

级核电技术开发能力，在ACP1000堆型和ACPR1000+堆型基础上融合研发出的“华龙一

号”技术，在AP1000技术基础上自主研发的CAP1400“国和一号”技术，标志着我国已掌握

自主三代核电技术。我国核电装备国产化率超过85%，反应堆压力容器等核心装备都已实现国

产。

　　电网方面。中国主导制定的特高压、新能源并网等国际标准成为全球相关工程建设的重要

规范。特高压1000千伏交流和±800千伏、±1100千伏直流输电技术实现全面突破，“特高压

交流输电关键技术、成套设备及工程应用”和“特高压±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先后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特等奖。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取得显著进步，源—网—荷—储互动技术、微电网技术、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备关键技术等智能电网技术世界领先。

　　始终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电力工业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电、脱

贫攻坚、大气污染防治等重大民生用能行动中取得重要成就，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提高。

　　实现户户通电，全面消灭无电人口。1949年，我国农村通电率极低，农村年用电量仅为

2000万千瓦时。2016年，全国县、乡、村通电率全部达到100%。截至2015年底，青海最后

9614户、共计3.98万无电人口通电，中国全部人口都用上了电。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积极贡献。开展小城镇（中心村）农网改造升级、机井通电和贫困

村通动力电，惠及农村居民1.8亿人、农田1.5亿亩、村庄3.35万个；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345亿元，重点支持“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农网改造升级，建成光伏发电并网规模1363万

千瓦，惠及约224万贫困户。

　　电力服务质量持续提升。改革开放后，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中国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

进入高可靠性、高质量阶段。2020年中国平均供电可靠率为99.865%。电力行业持续深化优质

服务，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在“获得电力”方面全球排名第12

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人均用电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978年，中国人均用电量261千瓦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的1523千瓦时；2010年，中国人均用电量3140千瓦时，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2955千瓦时；

2020年，中国人均用电量达5342千瓦时，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电力国际合作成效斐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电力工业虽起步较早，但电力国际合作仅限于购买国外设备、技术。新中国成立后，

电力国际合作经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变化过程，从封闭发展走进了全面对外开放的

新时代。

　　以1964年启动的几内亚金康水电站项目（首个海外电力援助项目）为开端，中国电力开始

了海外电力项目建设。近年来，电力企业投资菲律宾、巴西、葡萄牙等国家电力项目，建立覆

盖资金、技术、装备等环节的全产业链电力国际合作模式。截至2020年底，中国主要电力企业

境外累计实际投资总额957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累计3120.2亿美元。同时，建成

中俄、中蒙、中吉等跨国输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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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标准国际化深入推进。在特高压、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等相关标准方面居于世

界领先水平。主导编制国际电力标准上百项，近400项电力标准在海外顺利实施。2016年，我

国发起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成立。截至2020年底，我国电力企业共加入120多个国

际组织与机构，并在相关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

　　站上新的历史起点，碳达峰、碳中和开启电力发展新时代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施可

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电力工业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核心和基础。目前，我国电力碳排放占全

社会碳排放4成左右。随着全社会电气化水平的提升，“十四五”期间将有更多碳排放从终端用

能行业转移到电力，预计2025年、2030年、203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分别达到9.5万亿千瓦

时、11.3万亿千瓦时、12.6万亿千瓦时，电力行业碳减排、维护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压力将

持续加大。

　　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迫在眉睫。要保持风电、太阳能发电快速发展，

积极推进水电、核电、气电电源的开发。要加强调峰能力建设，持续开展煤电机组灵活性改

造，大力加强储能体系建设。适应高比例新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设备需要，促进系统各环节

全面数字化、智能化，打造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要贯彻落实节能优先方针，大力实施电能替

代，积极推动多元互动的综合能源服务。要持续深化电力市场建设，发挥碳市场作用，促进低

成本减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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