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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
走向从 “第四极”“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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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既是一个号角，也
是一场预热，它不仅会加速推进成都、重庆两座城市的发展，
而且对西藏等地产生辐射带动，最终帮助西南形成中国经济发
展的“第四极”。在此过程中，能源将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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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0年中，得益于重大战略的

加持，西南地区三次备受瞩目。

第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

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深重，国民政府迁

都重庆，并于1940年将这里定为“陪

都”。与此同时，大量的人口随着军

政、文教、工矿企业迁至西南地区，让

“抗战大后方”迎来了一段短暂的繁

盛。

第二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三

线建设”开启，西南地区是重中之重。

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

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和成昆

铁路相继形成，撑起了西部工业发展的

大旗。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评价，“三线

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

年。

第三次是在2021年年初，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指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10月

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以

下简称“《规划纲要》”）公布，提出

要推动成渝地区形成有实力、有特色的

双城经济圈，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双城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

既是一个号角，也是一场预热，它不

仅会加速推进成都、重庆两座城市的发

展，而且对西藏等地产生辐射带动，最

终帮助西南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

极”。

从“双城记”走向“第四极”，

能源既是不可或缺的动力，是实现升级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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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更是有待挖掘的机遇。

      绿电宝库走上新赛道
 青山耸立、百川奔流，赋予了西

南地区丰富的水能资源。金沙江、雅

砻江和大渡河是名副其实的水能“富

矿”,也是我国“西电东送”工程中最

重要的水电来源地。

伴随着水电开发，西南地区的电

网建设也逐渐优化和完善。当下，500

千伏主网架已经呈现出“4+1”格局，

即4个500千伏环网、1个长链式通道。

截至2021年9月底，西南电网调度口

径装机总容量为1.29亿千瓦，占国网

系统装机总量的7.4%，其中水电9184

万千瓦，火电2824万千瓦，风电、光

伏等97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

78.7%，位居区域电网之首。

如果说，水电是西南地区清洁能

源的基础，那么，打造更大、更清洁的

综合能源系统，就是这里实现升级发展

和“新旧”转换的新赛道。

在四川，2021年9月7日11时40

分，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

的超级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累计

发电量已突破50亿千瓦时。白鹤滩水

电站与葛洲坝以及金沙江乌东德、溪洛

渡、向家坝水电站“连珠成串”，构成

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

在重庆，三峡库区腹地的部分县

市也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水电、风

电、生物质能发电、光伏发电、热电联

产等清洁能源，在满足本地电力供给的

前提下，还把富余能源跨区域外送，实

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在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干流水

能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近8000万千

瓦，其下游的大拐弯地区更是“世界水

能富集之最”。国家“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

“实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这

将是一次历史性机遇。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以

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进一步

明确了新型电力系统在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中的基础地位，为能源电力发

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根 据 目 前 的 研 究 成 果 ， 到

“十四五”末，西南区域的水电、光

伏、风电开发比例将分别达到37.25%、

2.35%、6.20%；到“十五五”末，水

电、光伏、风电开发比例将分别达到

2021年6月28日，位于四川凉山的白鹤滩水
电站。当天，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正式投
产发电（下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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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9%、4.05%、8.36%。清洁能源的

快速发展要求西南电网加快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进一步夯实全国清洁能源主要

基地的网络基础。

结合资源禀赋和电网实际，西南

电网未来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方向

将是以确保电网安全和电力可靠供应为

根本前提，分阶段、分地区循序渐进推

动电网向新型电力系统转型升级。

具体升级思路包括两方面：一是

围绕国家“双碳”目标要求，充分发挥

西南区域水能资源优势，全力推进流域

水电开发与送出，打造清洁能源多能互

补基地，巩固强化清洁能源主体地位；

二是示范引领，因地制宜建设以新能源

为主体的局部电网，在西藏藏中等地区

率先建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

      互联互通，也要互联互补
李白的一首《蜀道难》，给很多人

留下了“巴蜀多山难行”的印象。但如今

在西南地区，这已经成为“过去式”。平

时在重庆生活的人，只要坐上高铁，花上

一个小时，就能直达成都。

交通便利，是双城经济圈建设中

推动“互联互通”的结果。还有更多、

更重要的互联，也已经在西南地区悄然

出现，成为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升级的动

力。

电网互联就是其中之一。过去十

年中，川藏联网、川渝第三通道、藏中

联网、渝鄂背靠背、阿里联网工程……

随着一系列电网工程的投运，西南地区

的电网结构日益完善，省间电力交换容

量最大已达644万千瓦。

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目标，不仅在于

升级川渝两地，而且要带动整个西南地

区的经济发展。优化川渝电网的意义，也

不仅在于服务西南，而是打造一个更坚

强、更智能的“交通要塞”，实现西南

与华东、华中、西北等地的电力互济。

在西南，借助特高压等技术，互

济之“桥”已经足够多、足够宽。据

统计，西南电网跨区电力交换容量已达

3820万千瓦，这其中包括与华东电网

通过±800千伏复奉、锦苏、宾金三大

特高压直流相联，实现的输电容量为

2160万千瓦；与华中电网通过±800千

伏雅湖直流、±420千伏渝鄂背靠背柔

性直流相联，实现的输电容量为1300

万千瓦；与西北电网通过±500千伏德

宝直流、±400千伏柴拉直流相联，实

现的输电容量为360万千瓦。

通过这些“桥”，清洁能源实现

了外送，减少了当地碳排放。以四川为

例，通过“四交八直”，四川已经建成

全国最大送端枢纽平台，实现跨省最大

外送能力约 3800 万千瓦，累计外送绿

色电能超过 1.1 万亿千瓦时，跨省电力

输送能力居国网第一，助力中东部地区

减碳11亿吨。

电网的互联互通，将是“第四

极”作为综合能源样板的看点。根据西

南电网的规划，川渝特高压交流联网

将构建西南电力资源优化配置平台，

川渝断面输电能力将达到1100万千

瓦，按照“川渝电网加强、川电送渝增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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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十 四 五 ” 期 间 ， 西 南

电网将规划建设白鹤滩-江

苏、白鹤滩-浙江±800千伏

特高压直流工程，金上-湖

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

程，新疆-重庆±800千伏特

高压直流工程，川渝特高压

主网架工程，攀西电网优化

改造工程，白鹤滩送出500

千伏加强工程等多条输电大

动脉。

2020年10月7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希
夏邦马峰雪山下的输电线路铁塔（下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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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电力优先就地就近消纳”的原

则，适应重庆负荷增长需求，实现西南

优质水电资源在西南电网区域内优化配

置。

在“十四五”期间，西南电网将

规划建设白鹤滩-江苏、白鹤滩-浙江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金上-湖

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新疆-

重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川渝

特高压主网架工程，攀西电网优化改造

工程，白鹤滩送出500千伏加强工程等

多条输电大动脉，西南电网将不再是单

纯意义的送端电网，而将成为送受一体

化的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内保成渝双城

经济圈，落实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外

供全国华中、华东地区，在更大范围实

现清洁能源优化配置。

互联互通还将体现在能源品种

上。有业内人士指出，未来西南能源体

系建设可突出“两个一体化”，一是电

网和管网规划、建设一体化，补强双城

经济圈电力保障通道短板，提升川渝互

联互通水平。二是能源品种一体化，即

因地制宜推进水电、风电、气电等多能

源品种互相补充、统筹发展，实现能

源、资源的综合利用。

西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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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能源转型之势

      谋产业升级之机
能源在西南打造“第四极”的过

程中还将贡献更多看点。

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GDP总量

为24.47万亿元，京津冀“首都经济

圈”GDP总量为8.6万亿元，粤港澳大

湾区的GDP总量也已达到11.36万亿

元。而四川和重庆两省市的GDP总量

是7.3万亿元。

GDP的差距主要来自产业层次。

中大咨询发文分析指出，与其他三大经

济圈相比，成渝地区的产业层次存在差

距，高新产业、新兴产业发展不足，对

优秀人才的集聚效应仍有待加强。

如何提升产业机会，提升哪些产

业机会？基于西南产业基础以及能源利

用状况，以能源为代表的高端产业将是

这里的优选项之一。

今年9月，四川省经信厅派人先后赶

赴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对接电煤采购

工作。之所以也会进入“抢煤”行业，

是因为四川的发电结构中，水电虽占比

高达72%，但储能配备不足，导致当地

在冬季枯水期或今冬拉尼娜现象的特殊

时期，对于煤炭的需求会持续上升。

要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 除 了 “ 抢

煤”，还有一种方式——发展储能产

业，特别是氢能等长时储能技术，以实

现能源的大规模、长时间存储。

这正是四川正在发力的方向。根

据四川省的氢能发展规划，四川将形成

“一轴、一港、一区、三路”的氢能产

业空间格局，其中的“三路”尤为重

要。所谓“三路”，即依托四川富余水

电资源开展电解水制氢，打造攀枝花-

凉山-雅安-成都、乐山-眉山-成都、

阿坝-绵阳-德阳-成都三条绿色氢路，

并在沿线布局氢能基础设施和电解水制

氢设备生产制造，带动全省水电消纳。

除了氢能，电化学储能以及在其

基础上产生的电动汽车产业，也是这里

发展的重点。重庆已经把智能网联汽车

和新能源汽车作为主攻方向，并将加快

汽车电子、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关键

零部件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充换电基础

设施体系，构建国际一流的智能网联汽

车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国内先进的

动力电池和汽车电子产业基地。

上述行动，也是《规划纲要》的

目标，即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培育壮大

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产业，

打造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要倡导绿

色生活方式，推动可再生能源利用，支

持能源互联网创新，统筹布局电动汽车

充换电配套设施。

（白利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西南电网未来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的发展方向将是以确保

电网安全和电力可靠供应为

根本前提，分阶段、分地区

循序渐进推动电网向新型电

力系统转型升级。

重庆一科技企业的工作人员进行电动汽车多
模充电桩的测试。多模充电桩既具备有线充
电功能，同时可为具备无线充电功能的汽车
进行充电，可实现一桩多用（右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