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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电力投资的合理布局是“十四五”

期间我国实现电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

2020年全国电力总投资达9943亿元，

同比增长9.6%，其中电源投资5244亿

元，电网投资4699亿元，分别占电力

总投资的52.7%、47.3%。过去十年

来，中国电力投资总体呈增长态势，

“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年均投资

分别为7800亿元、8800亿元,其中电

力投资的结构也出现较大变化。

从“重发轻送”到“发供并重”
从源网投资相对比重来看，电力

投资逐步由原来的“重发轻送”向

“发供并重”转变，源网投资结构日

趋合理。2011~2013年，电源投资

略高于电网投资，二者占比相当。自

2014年起，电网投资持续增长，2018

年电网投资已接近电源投资的两倍，

达到历史峰值。2019年电网投资超过

电源投资952亿元，2020年电源投资

反超电网投资545亿元。

从 电 源 投 资 结 构 绿 色 化 趋 势 来

看，绿色化投资不断加强。“十三五”

期间，全国非化石能源投资比重从七

成上升到九成。2020年，包括水电、

风电、太阳能、核电等在内的非化石

能源发电投资同比增长77.1%，当年新

增非化石能源装机1.4亿千瓦，创历史

新高。在严控新增煤电投资政策及煤

电投资回报下降的情况下，全国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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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电力投资如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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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企业煤电投资从2015年的1061亿

元，逐年下降至2020年的382亿元，

煤电投资比重从27%下降至7.3%，煤

电装机比重为49.1%，历史性降至50%

以 下。

此外，电网投资维持高位但整体

呈下降趋势。2020年电网投资同比

减少313亿元，同比下降6.2%，创下

“十三五”期间电网投资新低，与

“十二五”末电网投资额相当。从多

年趋势看，“十二五”电网投资整体

呈上升趋势，“十三五”呈下降趋

势。近年来电网投运规模增速保持在

较低水平，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

量、输电线路回路长度增速均在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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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新增规模波动幅度不大，基本保

持近几年平均水平。

影响电力投资的三要素
首先是经济发展趋势。我国已经

圆满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在新发展理念引领

下，我国积极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绿色变革，随着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科技

创新、消费升级、产业链现代化、绿

色低碳、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等将迎

来新的历史性机遇。

综 合 考 虑 资 本 、 人 力 资 本 以

及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等 生 产 要 素 发 展

和 变 化 趋 势 ， 参 考 国 内 外 对 经 济

增 速 预 测 的 相 关 研 究 ， 预 计 我 国

“十四五”“十五五”时期GDP年均

增速将分别达到5.5%、4.6%，2025

年、2030年GDP总量分别达到135万

亿元、169万亿元。未来十年，我国将

由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

进一步过渡，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重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增

加。第二产业比重稳步下降，内部结

构不断优化升级，传统制造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落后

从源网投资相对比重来看，

电力投资逐步由原来的“重

发轻送”向“发供并重”转

变 ， 源 网 投 资 结 构 日 趋 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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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逐步退出，区域布局不断优化。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

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高技术制造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保持快速增长，

成为第二产业发展的新引擎。

其 次 是 电 力 需 求 预 测 。 根 据

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2016~2030年）》预测，2020～2030

年我国人口发展将进入关键转折期，人

口总规模增长惯性减弱，总人口于2030

年前后达到峰值14.5亿人。与人口相关

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城镇化。未来5~10

年，我国将围绕都市圈、城市群开启新

一轮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预计2025年、2030年

我国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65%、68%

左右，而保障电力供应安全可靠便成

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

预 计 未 来 十 年 我 国 用 电 量 仍

将 保 持 刚 性 平 稳 增 长 ， 但 增 速 有

所放缓，2025年、2030年将分别

达 到 9 . 2 万 亿 、 1 0 . 7 万 亿 千 瓦 时 ，

“十四五”“十五五”年均用电量增

速分别为4.2%、3.0%；人均用电量稳

步提升，2025年、2030年将分别达

到6400、7300千瓦时，接近当前欧

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东中部地区

用电量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由

于人口比重高、经济基数和用电基数

大，到2025年、2030年，东中部用

电量占全国比重仍将超过63%；全国

最大负荷持续增长，2025年、2030

年将分别达到15.7亿、18.2亿千瓦，

2020～2030年年均增加5800万千瓦。

最后是气候环境约束目标。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双碳”目

标，为促进我国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根本依据。我国能源活动碳排

放占全社会碳排放的87%，发电碳排

放占能源活动碳排放的40%左右，实

现“双碳”目标，能源是主战场、电

力是主力军，关键是要实施“两个替

代”、促进“双主导、双脱钩”，即

能源生产清洁主导、能源使用电能主

导，能源发展与碳脱钩、经济发展与

碳排放脱钩，建立清洁高效的现代能

源体系、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

经济体系。

未来投资，如何布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特别

是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电力投

资的合理布局是“十四五”期间我国

实现电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从电源侧投资与建设来看，电源

侧投资要面向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需求，以清洁

发展为方向，在保障能源安全基础

上，着力优化电源结构，统筹煤炭等

化石能源和水、风、光等清洁能源发

展，加快形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

供应格局。

煤电方面，尽早达峰、尽快下降

是2030年前碳达峰的关键。要按照

“控制总量、转变定位、优化布局”

的总体思路，严控东中部煤电新增规

模并淘汰落后产能，开展煤电灵活性

改造，将煤电由基荷电源向调节电源

思想库

预 计 未 来 十 年 我 国 用 电 量

仍 将 保 持 刚 性 平 稳 增 长 ，

但 增 速 有 所 放 缓 ， 2 0 2 5

年 、 2 0 3 0 年 分 别 达 到 9 . 2

万 亿 、 10 .7 万 亿 千 瓦 时 ，

“十四五”“十五五”年均

用电量增速分别为4.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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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发挥碳减排主体作用，为清洁

能源发展腾出空间。按照这一思路，

预计“十四五”期间新建煤电装机容

量为5500万千瓦（含特高压工程送端

配套装机），全部位于西部、北部煤

电基地，需要投资约4000亿元。逐步

淘汰关停煤电4000万千瓦（80%以上

在东中部地区），全国煤电装机容量

在2025年左右达峰，峰值控制在11亿

千瓦以内，2030年降至10.5亿千瓦左

右。

新能源方面，“十四五”“十五五”

期间，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开发并举，

继续扩大太阳能发电、陆上风电和海

上风电规模，不断提高新能源在电源

结构中的比重。根据国家有关规划，

到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

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意味

着未来十年需要累计新增风光装机容

量7亿千瓦，年均新增风光装机容量

7000万千瓦，风光发电年均投资需求约

5000亿元。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计，

“十四五”“十五五”风光装机每年

新增规模分别为8000万千瓦、1.2亿千

瓦。在继续推进西部、北部大型风电、

光伏发电基地建设的同时，还应在经济

较发达的中东部地区推广屋顶光伏系统

及分散式风电系统，在偏远农村地区推

动“农光互补”“林光互补”等新能源

综合解决方案。

水电方面，我国尚未开发的水电

资源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要加快

推动流域调节能力强的龙头电站开

发。“十四五”“十五五”期间重

点开发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

澜沧江和怒江等大型水电基地，预

计2025年、2030年常规水电装机容

量将分别达到3.9亿、4.4亿千瓦，

“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常规水电

投资总规模将达到5000亿、10000亿

元。

核 电 方 面 ， 作 为 稳 定 的 清 洁 能

源，核电是替代化石能源、构建低碳能

源体系的有益补充，但受到经济性、社

会环境等因素制约难以大规模发展。未

来应按照安全适度原则，在加快技术创

新、确保安全的同时，着力提升核电

经济性。根据有关方面规划，到2025

年、2030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将分

别达到7210万千瓦、1.08亿千瓦，核电

累计投资需求达到7000亿元。

从电网侧投资与建设来看，立足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电力需求特征，在

能源配置环节需要打造特高压骨干网架

和智能配电网，将各大清洁能源基地与

负荷中心连接起来，实现各类集中式、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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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清洁能源大规模接入、大范围

配置、高比例运行，推动构建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在输电网建设方面，2020～2030

年，重点加快特高压骨干通道建设，

统筹推进能源基地外送特高压直流通

道和特高压交流主网架建设，提升通

道利用效率和跨区跨省电力交换能

力，提高电网安全运行水平和抵御严

重故障的能力，预计未来十年特高压

电网年均投资需求超过300亿元。依托

特高压骨干网架，进一步加强各区域

750千伏、500千伏主网架，优化完善

330千伏、220千伏电网分层分区，输

电网年均投资规模达到2000亿～3000

亿元，实现各级电网协调发展。

在配电网建设方面，加快推动配

电网从单一供电向智能互动的能源互

联网转变，打造可靠性高、互动性

好、经济高效的一流现代配电网，合

理有效满足负荷增长和安全可靠供电

需求。加快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通

州）、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以及

重点城市配电网建设，建成现代城市

配电网，主要指标达到发达国家先进

水平。预计2020～2030年，全国配电

网年均投资规模将达到4000亿～5000

亿元，配电网投资增速高于输电网。

从用户侧投资与建设来看，在终

端用能领域推动电能替代是用户侧电

力投资的重要内容，涉及新技术研

发、产业培育、商业推广和相关基础

设施投资，促进终端用能清洁化、便

利化、高效化。例如，在工业领域，

发挥电窑炉、热泵、电蒸汽发生器、

电导热油炉等加热设备优势，有序推

动电加热设备替代化石能源窑炉等加

热设备。推进固定式机械电能替代，

发展电气化移动式机械设备、电动汽

车充换电基础设施、自发自用型分布

式电源及配套储能设施等。在交通领

域，2020年全国电动汽车保有量已

经达到500万辆，预计2030年将突破

5000万辆，意味着未来十年充换电基

础设施建设、运维以及车联网平台需

求也要达到目前的十倍。此外，船舶

岸电、机场桥载电源工程建设也还有

很大需求空间。在商业和生活领域，

电炊具、电加热等技术日渐成熟，

随着用电成本降低、用能习惯改变，

未来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机关、学

校、餐饮、商场等场所将加快以电代

煤、以电代气进程，城镇居民炊事将

逐步采用电炊具、电锅炉、热泵等技

术，智能家用电器逐步普及，农村居

民空调、微波炉、电磁炉、电热水器

等家用电器拥有量将持续提高。

从系统灵活性投资与建设来看，

由于风光等新能源发电有效容量低，

为满足电力系统实时功率平衡要求，

应该增加相应的备用电源容量投资、

灵活性电源投资。新能源接入电网规

模越大，对于灵活性电源的需求就越

高。系统灵活性资源的充裕程度，在

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新能源发展的空

间，进而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速

度与进程。

首 先 是 煤 电 灵 活 性 改 造 。 近 中

思想库

由于风光等新能源发电有效

容量低，需要提供足够的有

效容量，满足电力系统实时

功率平衡要求，因此应该增

加 相 应 的 备 用 电 源 容 量 投

资、灵活性电源投资。



/ 63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1 / 08

期，大容量、高参数、低能耗的超临

界、超超临界煤电机组仍主要提供系

统基荷，对30万千瓦、60万千瓦亚临

界机组优先进行灵活性改造，主要提

供系统调峰；远期，绝大部分煤电转

变为调节电源与应急备用电源。煤电

灵活性改造单位千瓦调峰容量成本约

为500～1500元，如果完成2亿千瓦改

造，则需要投资1000亿~3000亿元。

其次是传统调峰电源建设。我国

在运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3179万千

瓦，在建容量为5463万千瓦。预计到

2025年、2030年在运抽水蓄能装机总

容量将达到0.8亿、1.2亿千瓦，累计投

资需求超过5000亿元。国家电网公司

提出“十四五”期间在新能源集中开

发地区和负荷中心新增开工2000万千

瓦以上装机容量、1000亿元以上投资

规模的抽水蓄能电站。在气源有保证、

电价承受力较高的东中部地区，合理

布局、适度发展燃气调峰电源，预计

“十四五”“十五五”分别新增5400

万、3300万千瓦，到2025年、2030

年，气电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1.5亿和

1.8亿千瓦，累计投资需求超过2000亿

元。

最 后 ， 从 新 型 储 能 系 统 部 署 来

看，新型储能技术已经在电力系统中

的发电、辅助服务、输配电、可再生

能源接入、分布式能源存储以及终端

用户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新

型储能系统累计安装容量仅为300多

万千瓦。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

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

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

1051号）正式印发，提出到2025年，

实现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

发展转变，装机规模达3000万千瓦以

上。按照这一目标，未来五年我国新

型储能技术的投资规模至少在千亿元

水平，而且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

联动发展。

（作者均供职于全球能源互联网集团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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