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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是中电联年度系列报告的综合报告



前 言

行业数据
权威详实

• 行业各专业
统计数据

• 相关领域调
研数据

• 企业报送数
据信息

• 上市公司分
析数据

一 内容全面

• 电力发展与投资

• 电力改革与市场建设

• 电力生产与消费

• 电能替代与需求侧

• 电力安全与可靠性

• 资源节约与环保

• 电力科技与信息化

• 国际合作与能源互联

• 电力标准化

• 企业经营与人力资源

二
分析系统

• 年度轴

• 地区轴

• 分类轴

• 分能源类型

• 分产业类型

• 分专业领域

• 分设备结构

三
行业代表
性强

• 各级政府

• 各类企业

• 第三方视角

四

历年《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呈现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特色



前 言

行业报告涉及的行业各专业年度统计与调查数据

注
：
年
度
快
报
与
年
度
统
计
区
别
很
大

行业
统计
数据

电力建设投资 电力投资

新增能力

生产供应能力

生产供应能力与结构

生产规模与结构

供应规模与结构

电力消费 规模与结构

跨区省输入输出

环保统计 资源节约

环保与循环利用

应对气候变化

科技与信息化统计

人力资源统计

电力建设企业统计

电力可靠性统计



前 言

行业报告涉及的行业各专业年度统计与调查数据

行业调查

数据信息

电能替代

电力需求侧管理

电力国际合作与交流

电力工程造价

发电机组能效对标

电力工程质量督查

电力企业经营效益



前 言

《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2018）新增内容

电能替代领域、技术与替代电量

电力市场信用体系建设

丰富了历年板块相关信息内容



综述

电力发展改革

电力发展政策

电力改革政策与市场建设

电价政策与电价水平

电力信用体系

电力工程建设

电源工程建设

电网工程建设

电力工程造价

电力生产供应
发电生产与供应能力

发电生产

供电量

《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2018）主要目录（一）



电力消费

用电规模与结构

统调最高用电负荷

电能替代

电力需求侧管理

电力供需

电力安全生
产和可靠性

电力安全生产

电力安全生产

电力信息安全
电力可靠性

电力企业发
展经营

电力企业 企业概况

企业人力资源
发展与经营

电力上市公司

《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2018）主要目录（二）



电力绿色发展

资源节约

环境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

发电机组能效对标

电力科技信息化
电力科技

电力信息化

电力标准化 国家行业标准化发展

重点领域标准化发展

中电联标准发展

国际交流合作

国际电力行业发展概述

全球能源互联网

国际交流与合作

对外投资与工程承包

《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2018）主要目录（三）



附录

大事记

各省燃煤发电标杆电价一览表

电网省级电网输配电价

各地区典型省份电网销售电价

电源投产、新开工、在建重点工程

电网投产、新开工、在建重点工程

累计投运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控制设施

主要发电企业发电装机及其发电量

电网企业生产经营数据

主要发电企业生产经营数据

电力企业境外承包投产项目

《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2018）主要目录（四）



一次能源生产35.9亿吨标煤，增3.6%

原煤35.2亿吨标煤，增3.3%

天然气1480亿立方米，8.2%

能源消费44.9亿吨标煤，增2.9%

煤炭占比60.4%，降6.6个点

清洁能源占比20.8%，升1.3个点

背景：2017年全国能源生产与消费



（一） 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源结构持续优化调整

 截止2017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17.77亿千瓦，比上年增长7.7%，
增速比上年回落0.5个百分点；

 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已超国家十三五规划目标。

一、电力供应及输送能力进一步增强，网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2010-2017 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增速及分类情况



（一） 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源结构持续优化调整

一、电力供应及输送能力进一步增强，网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68865万千瓦，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38.8%，分别比上年和

2010年提高2.2个和11.7个百分点；

 全国新能源装机占比16.5%，较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

 火电中，煤电装机比重继续下降，同比下降2.2个百分点，燃气发电装机同比增长8%。

发电装机结构变化 火电分类规模与结构



历年人均发电装机容量

（一） 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源结构持续优化调整

一、电力供应及输送能力进一步增强，网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人均装机比上年提高0.09千瓦，略超世界平均水平。



分区域电网分类装机容量

（一） 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源结构持续优化调整

一、电力供应及输送能力进一步增强，网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华北、华东、华中和南方区域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3 亿千瓦；

华中、南方区域水电装机占比分别为为42.6% 和37.9%；

西北地区新能源装机占比32.8%；

东北地区风电装机占比19.8%；

华北、华东火电装机占比分别为77.1%、74.5%。

2017 年分区域电网分类型发电装机容量



2016-2017年火电机组分容量等级占比

（一） 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源结构持续优化调整

一、电力供应及输送能力进一步增强，网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100万千瓦级火电机组达到103台，占比提高最快；2017年又新增7台；

 60万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容量所占比重达到44.7%，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在华

东、华中和南方区域比重已超过50%。

30 万千瓦及以上分容量等级火电机组占比趋势



（二） 新增装机规模创历年新高，新增装机的结构和地区布局进一步优化

新增装机1287万千瓦
比上年多投产108万千瓦
其中：抽水蓄能新增200
万千瓦

水电

新增装机4453万千瓦（其中新增煤电
3504万千瓦）
火电及煤电新增规模连续三年缩小

火电

新增装机218万千瓦，是5年
来核电新增规模最小的一年

核电

新增装机1819万千瓦，
比上年小幅下降

风电

新增装机5341万千瓦，比
上年多投产2170万千瓦，
新增规模创历史新高

太阳能发电

 全国基建新增发电生产能力13118万千瓦，比上年多投产975万千瓦，是新增装机规
模最大的一年；

 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9044万千瓦，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的68.9%，比上
年提高3.6个百分点；

 新增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53.7%，首次超过50%，电源结构持续优化。

一、电力供应及输送能力进一步增强，网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2016年、2017年全国新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布局

（二） 新增装机规模创历年新高，新增装机的结构和地区布局进一步优化

 东、中部地区新增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全国新能源发电装机的76.0%，

比上年提高18.1个百分点，新能源发电布局继续东中部转移趋势明显。

一、电力供应及输送能力进一步增强，网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 电网规模稳步增长，跨省区输送能力大幅提升

电网规模稳步增长

全国新增110千伏及以上交流

输电线路长度 变电设备容量

58084千米，比上年多投产1406千米 32595万千伏安，比上年少投产1990万千伏安

全国电网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

回路长度 变电设备容量

183万千米，比上年增长4.0%                            66亿千伏安，比上年增长5.3%

全国新增直流输电线路

线路长度 直流换流容量

7900万千瓦，比上年多投产4660万千瓦 8339千米，比上年多投产4948千米

一、电力供应及输送能力进一步增强，网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一、电力供应及输送能力进一步增强，网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全国新增 110 千伏及以上
交流输电线路

全国新增 110 千伏及以上
交流变电设备容量

 新增规模：

 1000 千伏和750 千伏工程新增能力下降较多；

 220～500 千伏工程新增能力均有不同程度增加，110 千伏电压等级变电容量下降17.9%。

 新增规模占比：

 110 千伏（含66 千伏）和220 千伏电网工程新增建设规模占比较大，分别占全国新增
110 千伏及以上线路长度和变电容量的75.4% 和57.7%。



五条直流

锡盟-江苏泰州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

山西晋北-江苏南京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

扎鲁特-青州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

甘肃酒泉-湖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

两条交流

胜利-锡盟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变电工程

一、电力供应及输送能力进一步增强，网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 电网规模稳步增长，跨省区输送能力大幅提升

全国共投产特高压项目

 新增跨区输电能力4600万千瓦；

 全国跨区输电能力达到1.3亿千瓦，其中：

交直流联网跨区输电能力超过1.1亿千瓦，跨区点对网送电能力达到1344万千瓦；

 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越南和缅甸等周边国家跨国电力交易初步实现。

榆横-潍坊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变电工
程

滇西北-广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



（四） 煤电投资大幅下降，特高压项目投资快速增长

全国主要电力企业电源工程建设完成投资2900亿元，为2011年以来最低水平，比上年下降
14.9%。
 水电投资中抽水蓄能投资创历史新高；

 核电投资为2009 年以来最低水平；

 火电及其煤电投资规模大幅下降，为近十年来最低水平；

 新能源发电投资向东、中部地区转移。东、中部地区风电、太阳能发电投资占全国风电、
太阳能发电投资的比重分别为69.8%和70.2%，分别比上年提高15.5 和 15.9 个百分点。

分类型电源投资及增速

一、电力供应及输送能力进一步增强，网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分类型电源投资占比



分
电
压
等
级

电
网
完
成
投
资

分
电
压
等
级
电
网

完
成
投
资
占
比

全国电网工程建设完成投

资5339亿元

 ±1100千伏、 ±800千

伏电压等级投资增加较

多，跨区输电规模进一

步扩大；

 配电网投资继续保持较

大规模，电力普遍服务

能力持续增强；

 全国小城镇中心村电网

改造全面完成，惠及农

村居民1.8亿人。

（四） 煤电投资大幅下降，特高压项目投资快速增长

一、电力供应及输送能力进一步增强，网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煤电工程单位造价

 燃煤发电工程单位造价同比略有上涨；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电站工程单位造

价同比有所下降。

（五）电力造价水平升降不一

一、电力供应及输送能力进一步增强，网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非化石能源发电工程单位造价



输
电
线
路
工
程
单
位
造
价

（五）电力造价水平升降不一

一、电力供应及输送能力进一步增强，网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一） 新能源发电增量对电力生产的贡献作用显著增强

火
电

核
电

风
电

发电量：11931亿千瓦时 1.6%

太阳能
发电

火电发电量：45558亿千瓦时 5.3%
煤电发电量：41498亿千瓦时 5.2%

发电量：2481亿千瓦时 16.4%

发电量：3034亿千瓦时 26.0%

发电量：1166亿千瓦时 75.3%

水
电

 全国全口径发电量641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5%，增速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

 火电发电量比重从 2011年的 82.5% 持续下降到 2017 年的 71.0%。其中，2017 年煤

电发电量占比64.7%；燃气发电量同比增长7.7%，占比3.2%。

二、电力生产较快增长，新能源发电增量贡献作用显著增强

全国分类型发电量及增速 全国分类型发电量占比



新能源发电大省新能源发电量及占比

 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10.1%，占比为30.3%，比上年提高1.0 个百分点。其 中：

 新能源（并网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同比增长36.6%，比总发电量增速高30.1 个百
分点，对全国发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28.6%；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为6.5%；

 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新疆、河北、吉林、黑龙江和西藏9个省份新能源发电
量占本省发电量的比重超过10%；

 山东、云南、甘肃等 14 个省份的新能源发电量增量超过火电发电量增量。

（一） 新能源发电增量对电力生产的贡献作用显著增强

二、电力生产较快增长，新能源发电增量贡献作用显著增强

风电、太阳能合计发电量及占比



（二） 弃风、弃光问题明显改善

 2017年全国弃风电量419亿千瓦
时；

 同比减少78亿千瓦时；弃风率
12%，同比下降5.2个百分点；

 三年来首次弃风电量和弃风率的
“双降”。

弃风

 弃光电量73亿千瓦时；

 弃光率6%，同比下降4.3个百分点。

弃光

 四川、云南弃水电量也分别比上年
有所减少。

弃水

二、电力生产较快增长，新能源发电增量贡献作用显著增强



全国发电设备
利用小时3790小时 7小时

水电设备利用小时
3597小时

火电设备利用小时
4219小时

核电设备利用小时
7089小时

22小时

33小时

28小时

风电设备利用小时
1949小时

204小时

太阳能发电设备利
用小时1205小时

76小时

（三） 新能源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同比增加较多，火电利用小时回升

二、电力生产较快增长，新能源发电增量贡献作用显著增强



2010-2017年全国火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变化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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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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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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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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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能源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同比增加较多，火电利用小时回升

二、电力生产较快增长，新能源发电增量贡献作用显著增强

2010-2017年全国风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变化

 火电设备利用小时数自2014年开始

连续三年下降后首次回升；

 风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已经两年连续增

加。



二、电力生产较快增长，新能源发电增量贡献作用显著增强

全国跨区输电量与增速 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及邻国交换电量

 全国跨区输送电量4236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2.1%，增速比上年提高5.2 个百分点；

 西南、西北和华中三个区域输出电量规模大，合计输出电量占全国跨区输送电量的75.4%；

 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及邻国之间合计完成交换电量25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其中：

 购入电量60 亿千瓦时，增长1.5%；

 送出电量198 亿千瓦时，增长2.5%。

，



电力建设及
生产运行安

全可靠

（四） 电力建设及生产运行安全可靠

二、电力生产较快增长，新能源发电增量贡献作用显著增强

2017年，全国没有发生重大以上电力

人身伤亡事故，没有发生较大以上设备事

故，没有发生电力安全事故，没有发生水

电站大坝漫坝、垮坝以及对社会有较大影

响的电力安全事件。



（四） 电力建设及生产运行安全可靠

二、电力生产较快增长，新能源发电增量贡献作用显著增强

2016-2017年发电机组等效可用系数

2017年，主要电力可靠性指标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其中：

 10万千瓦及以上煤电机组、4万千瓦及以上水电机组、燃气轮机组、核电机组等效可用

系数分别为92.76%、92.55%、92.60%、91.10%；

 除煤电机组略有下降外，其他三类机组分别提高0.11个、0.30个和2.33个百分点。



（四） 电力建设及生产运行安全可靠

二、电力生产较快增长，新能源发电增量贡献作用显著增强

2017年架空线路、变压器、断路器三类主要
输变电设施可用系数

2016-2017年直流输电系统合计能量可用率、能量
利用率

 架空线路、变压器、断路器三类输电电设

施的可用系数为99.497%、99.856%、

99.942%。

 直流输电系统合计能量可用率、能量利用率

分别为95.35%、54.42%，分别比上年提高

0.68和0.25个百分点，总计强迫停运33次，

比上年减少7.5次。



（四） 电力建设及生产运行安全可靠

二、电力生产较快增长，新能源发电增量贡献作用显著增强

 全国10千伏供电系统用户平均供电可靠率为99.814%，比上年提高0.009个百分点，

用户平均停电时间16.27小时/户、减少0.84小时/户，用户平均停电次数3.28次/户，

减少0.29次/户。



（一） 电力消费进一步回升

 2017年，全国人均用电量和人均生活用电量分别为4589千瓦时和628千瓦时，分别比上

年增加268千瓦时和44千瓦时；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6362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6%，增速连续两年回升；

 第二产业是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提高的最主要动力。

三、电力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电力供需总体宽松



 全国工业用电量：

 比上年增长5.5%，拉动全

社会用电量增长3.8 个百

分点；

 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69.4%，比重回落0.7 个百

分点。

 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

等新兴产业的通用及专用

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 

电气/ 电子设备制造业和

医药制造业用电量合计占

比提高 0.3 个百分点。

（一） 电力消费进一步回升

三、电力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电力供需总体宽松

工业用电量结构



四大高耗能行业用电增长的季度走势有所分化：

 化工行业用电增速逐季上升；

 建材行业相对平稳；

 黑色行业二、三季度持续负增长；

 有色行业各季度用电增速逐季回落。

（一） 电力消费进一步回升

三、电力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电力供需总体宽松



 西北区域主要是第二产业

用电拉动，第三产业和居

民用电量拉动力偏弱；

 西北、南方和华东区域第

二产业用电拉动力明显高

于其他区域，也是其全社

会用电量增长快于全国平

均水平的主要原因。

（一） 电力消费进一步回升

三、电力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电力供需总体宽松

分区域用电增长与结构

四大高耗能用电



（二） 电能替代成效显著

 据调查统计，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经营区域共推广完成电能替代电量1286

亿千瓦时，占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的2.0%。

（单位：亿千瓦时）

88

773128

239

57

2017年各领域电能替代分布

三、电力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电力供需总体宽松



（三） 积极推进电力需求管理

国家有关部委印发《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新形势下
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通知》，同时修订了《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

继续开展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行动（2016-2020年）。

行业企业积极推进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已有
171家单位通过电能服务机构能力评定。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内蒙古电力、陕西地电超额完成2017年度电力
需求侧管理目标任务，共节约电量157亿千瓦时、电力395亿千瓦。

三、电力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电力供需总体宽松



（四） 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宽松

三、电力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电力供需总体宽松

 国内煤炭供需失衡，电煤供

应偏紧

 电煤价格持续高位，煤电企

业发电成本大幅增加

 2017 年五大发电集团到场标

煤单价比上年上涨 34%。测

算出2017 年全国煤电行业因

电煤价格上涨致使电煤采购

成本比上年提高 2000 亿元

左右，是导致煤电行业大面

积亏损、电力行业效益大幅

下滑的最主要因素。

全国重点电厂分月电煤库存及可用天数

中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周价格



（四） 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宽松

三、电力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电力供需总体宽松

专栏 中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

价格指数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强化市场监管、完善调控措施的重要参考和依
据。2017年，根据国家有关部委部署以及发电企业诉求，中电联联合国内主要大
型发电集团，共同编制了中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并于2017年11月17日
正式发布了首批指数——CECI沿海指数。

该指数充分发挥中电联的行业平台优势，以国内13家大型发电集团的真实采购
数据为依托，覆盖70多家采样单位、100多家典型发电厂、80%以上海运电煤市场
份额，数据来源真实、样本覆盖面广，能够真实、准确、及时的反映电煤市场价
格水平和煤电企业采购成本，有力填补了我国发电侧电煤采购价格指数的市场空
白，为政府宏观决策、企业采购和经营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指数发布以来，获得
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并已被发改委纳入电煤中长期合同定价机制推荐
方案。

CECI指数是国内唯一一个反映电煤采购侧价格水平的指数，立足于发电用煤，
旨在客观、准确、及时反映电煤采购价格。CECI与现有相关各指数在反映对象、

样本采集、编制算法、发布周期等诸多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但共同形成了
多维度、多角度的煤炭价格体系，共同致力于客观、准确的反映煤炭市场价格水
平和电力企业煤炭采购成本，对于加强国内电煤市场价格监测，引导理性市场行
为，稳定电煤市场运行，维护煤炭、电力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四） 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宽松

• 华北 主要是迎峰度夏期间偏紧；7月中旬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区域内绝大部分
省级电网用电负荷均创历史新高，河北、山东、天津等地执行有序用电。

电力供需平衡偏紧区域

• 华中 迎峰度夏高峰时段湖南、湖北、河南和四川等地执行有序用电。

电力供需基本平衡区域

• 华东 福建和浙江电力供应能力有一定富余；迎峰度夏高峰时段安徽和江苏等地执

行有序用电。

• 南方 云南、广西汛期富余较多；贵州在枯水期受电煤供应明显不足影响，电力供

应偏紧。

电力供需平衡有余区域

• 东北 区域内各省级电网电力供应能力均有所富余。

• 西北 甘肃、新疆等省份电力供应能力富余较多。

电力供应能力富余较多区域

三、电力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电力供需总体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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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  主要是迎峰度夏期间偏紧；7月中旬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区域内绝大部分省级电网用电负荷均创历史新高，河北、山东、天津等地执行有序用电。





华中  迎峰度夏高峰时段湖南、湖北、河南和四川等地执行有序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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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  福建和浙江电力供应能力有一定富余；迎峰度夏高峰时段安徽和江苏等地执行有序用电。





西北  甘肃、新疆等省份电力供应能力富余较多。





南方  云南、广西汛期富余较多；贵州在枯水期受电煤供应明显不足影响，电力供应偏紧。









（一） 能效水平持续提高

火电厂供电标准煤耗309

克/千瓦时，比上年降低3

克/千瓦时。

输电线损率6.48%，比上

年降低0.01个百分点。

火电厂厂用电率6.04%，

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

火电厂单位发电量耗水量

1.25千克/千瓦时，比上

年降低0.05千克/千瓦时。

四、节能减排取得新成绩，行业环保整体水平进一步提高



主要发电集团火电机组分容量等级供电煤耗及变化 主要发电集团火电机组分容量等级厂用电率

年全国火电厂单位发电量耗水量



（二） 污染物排放大幅下降

全国燃煤电厂100%实现脱硫后排放

已投运煤电烟气脱硫机组容量

超过9.4亿千瓦，占全国煤电机组容量的95.8%

已投运火电厂烟气脱硝机组容量

为10.2亿千瓦，占全国火电机组容量的98.4%

全国累计完成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

7亿千瓦，占全国煤电机组容量比重超过70%

提前两年多完成2020年改造目标任务

四、节能减排取得新成绩，行业环保整体水平进一步提高



2017年主要指标

烟尘排放量

约为26万吨，比上年下降25.7%

单位火电发电量二氧化硫排放量

为0.26克/千瓦时，比上年下降0.13克/千瓦时

二氧化硫排放量

约为120万吨，比上年下降29.4%

氮氧化物排放量

约为114万吨，比上年下降26.5%

单位火电发电量烟尘排放量

为0.06克/千瓦时，比上年下降0.02克/千瓦时

单位火电发电量氮氧化物排放量

为0.25克/千瓦时，比上年下降0.11克/千瓦时

2017年主要指标

单位发电量废水排放量

0.06千克/千瓦时，与上年持平

全国燃煤电厂粉煤灰综合利用率

为72%，与上年持平

脱硫石膏综合利用率

为75%，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二） 污染物排放大幅下降

四、节能减排取得新成绩，行业环保整体水平进一步提高



（三） 应对气候变化贡献突出

 

2006-2017年各种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情况（以2005年为基准年）

 单位火电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约844克/千瓦时，比2005年下降19.5%；

 电力行业碳排放量增长有效减缓 以2005 年为基准年，2006—2017 年，通过发展非化石
能源、降低供电煤耗和线损率等措施，电力行业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13 亿吨，有效
减缓了电力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增长。其中：

 供电煤耗降低对电力行业二氧化碳减排贡献率为 45%，非化石能源发展贡献率为 53%。

四、节能减排取得新成绩，行业环保整体水平进一步提高



（一） 特高压技术继续引领世界大电网技术发展

率先研发应用了特高压直流分层技术，±1100千伏直流

输电工程系统成套技术，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和±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关键技术。

世界首台机械式高压直流断路器投运，世界首台特高压

柔直换流阀研制成功。

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容量最大的苏南500千伏统一潮

流控制器建成投运，全球规模最大的冀北新能源虚拟

同步机系统实现并网。

电动汽车、分布式电源的灵活接入取得重要进展。

五、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创新成果获多项大奖



（二） 电源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

二次再热发电技术具备自主开

发制造能力，燃煤耦合生物质

发电技术实现示范应用，超超

临界关键前沿技术研究有序推

进。

火电技术

以CAP1400和“华龙一号”为

标志，中国核电已达到三代核

电技术的先进水平，并拥有完

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制造

能力。

核电技术

风电开发运行逐步向信息化、

数字化、智能化、高可靠性方

向发展。

新能源技术

百万千瓦水电机组关键部件成

功问世，奠定了中国水电技术

的世界领导者地位。

水电技术

五、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创新成果获多项大奖



（三） 电力科技创新成果获多项大奖

电力行业科技项目共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20项

 “特高压±800kV直流输电工程”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600MW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开发、研制与工程示范”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

等奖。

五、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创新成果获多项大奖



（一） 电力市场体系和试点建设加快推进

截至2017年年底，售电侧改

革试点扩大到10个省份，一

大批售电企业准入市场交易，

活跃了市场环境。

售电侧改革试点

22个省份开展了电力改革综

合试点，改革措施各具特点，

市场发育日益完善。

电力改革综合试点

新批复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

点89个，累计批复试点195

个，增量配电业务改革有序

推进。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
确定南方（广东起步）、蒙西

等8个地区作为电力现货市场

建设试点，电力市场交易品种

逐步丰富。

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

国家围绕全面深化电力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涉及输配电价、售电侧改革、

增量配电网放开、电力交易规则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各省政府也结合

实际积极制定电力改革和市场化交易试点方案。

六、电力市场建设加快推进，电力市场交易更加活跃



（二） 市场化交易比重大幅提高

六、电力市场建设加快推进，电力市场交易更加活跃

 华北、华东、南方区域市场交易电量

合计占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的70%；

 华北、南方、西北区域销售电量市场

化率超过35%；

 这些区域对全国电力市场交易规模

同比增长的贡献作用很大，对电力市

场建设有引领作用。

全年市场化交易电量

• 约1.6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过60%：

• 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25.9%，比重同比提高7个百分点。

• 省内市场交易电量合计占全国市场化电量的82%，省间（含跨区）
市场交易电量合计占全国市场化电量的 18%。



 10 家大型发电集团合计

市场化交易电量（不含

发电权交易）占全国市

场化交易电量的66%，

占10 家大型发电集团上

网电量的33% ；

 10 家大型发电集团省间

（含跨区）市场化交易

电量合计 1692 亿千瓦

时，占其市场化交易电

量的 16%。

10 家大型发电集团分能源类电量市场化交易情况

注：10家大型发电企业为华
能、大唐、华电、国家能源、
国家电投、三峡、中核、中
广核、粤电和浙能，其合计
装机容量约占全国总容量的
56%。



10 家大型发电集团在部分省区
煤电平均市场化交易价格

 煤电0.326 元/千瓦时

 水电0.221元/千瓦时

 风电0.346元/千瓦时

 光伏0.682元/千瓦时

 气电0.660 元/千瓦时

 核电0.361 元 / 千瓦时

10 家大型发电集团各类电源
平均市场化交易电价



（三） 行业支撑实体经济降成本效果显著

共降低社会用电成本超过1400亿元

继续推进输配电价改革

历经三年、全面完成各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核定

核定后的全国平均输配电价比原购销价差降低近1分/千瓦时，

核减32个省级电网（除西藏外）准许收入约480亿元

降低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标准
减轻社会用电成本160亿元

取消城市公共事业附加、电气化铁路还贷电价和工
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
涉及金额800亿元

国家继续有序调整降低了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项
目上网电价

六、电力市场建设加快推进，电力市场交易更加活跃



（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建立涉电力领域信用体系建设“5+5”协
调机制， 负责协调电力行业信用工作

升级编制发电、电网、设计、建 设、售电、电
能服务、电力大用户等7 个专业领域信用规范



（一） 电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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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内蒙古电力、陕西地电合计主营业务收入29117亿元，

比上年增长11.1%。

七、电力企业主营收入快速增长，火电利润大幅下降



（二） 火电企业利润大幅下降

2016年、2017年五大发电集团火电业务利润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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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规模以上火电企业仅实现利润207亿元，比上年下降83.3%，直接拉动发电企业利润

同比下降32.4%；

 2017年，五大发电集团火电业务亏损132亿元，继2008年后再次出现火电业务整体亏损。

七、电力企业主营收入快速增长，火电利润大幅下降



（一） 全球能源互联网加快推进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战略白皮书》

等多项课题成果陆续发布
积极组织和宣传全球能源
互联网发展理念

全球能源互联网加快推进，

理念获得国际认可，并纳入

联合国工作框架全球能源互联网组织会员

数量增长至五大洲22个国家

和地区的265家

八、全球能源互联网加快推进，电力合作为“一带一路” 新亮点



（二） 国际交流影响力不断增强

对外签署重要协议及

备忘录60项

共设立有效分支机构或

办事处600个

主办和承办了国

际性会议49场

境内外国际展览69个

国内电力行业、企业分别加入了

125个国际主要行业组织与机构

八、全球能源互联网加快推进，电力合作为“一带一路” 新亮点



（三） 电力合作成为“一带一路”合作新的亮点

非洲最大水电站

安哥拉卡古路·卡巴萨水电

站开启了中国企业在非洲水

电建设新纪元

巴西美丽山水电
送出特高压工程

一期投产运行

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英国欣克利角核电站

C项目主体工程正式动工

 全年主要电力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电力投资项目12项、合计项目总投

资126亿美元，承担大型承包项目194个、合计合同金额306亿美元，涵盖火电、水电、

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输配电等工程领域。

八、全球能源互联网加快推进，电力合作为“一带一路” 新亮点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面临严峻考验

- 电力系统形态及运行特性日趋复杂；

- 各类自然灾害频发，保障电力系统安全任务更为艰巨。

清洁能源消纳问题依然突出

- 发展不协调、系统灵活性不足导致调峰困难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较

好解决；

- 未来核电和大规模新能源发电并网消纳、西南水电开发与送出的压

力和挑战会越来越大。

煤电企业经营困难，保障煤电清洁发展能力较弱

- 电煤价格上涨且长期高于“绿色区间”，五大发电集团到场标煤单价比上

年上涨34%，导致电煤采购成本比上年提高920亿元左右；全国煤电行业

因电煤价格上涨导致电煤采购成本提高2000亿元左右，导致煤电行业大面

积亏损。

- 煤电长期经营困难甚至亏损，不利于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也极大削弱了煤

电清洁发展的能力，煤电清洁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

问题与挑战

九、问题与展望



电力改革与市场化建设进入深水区

- 政策多门，各地各异。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市场

主体之间、电力企业与社会之间协调难度大，规则不规范，市场准入标

准各地各异；

- 跨省区交易存在壁垒规模。制约清洁能源跨区交易与消纳规模，难以体

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势；

- 电价体系有待完善。当前电力上游至电力各产业链乃至用户侧价格仍以

计划调控为主导，缺乏合理的市场化疏导机制，导至电力企业与社会投

资电力行业积极性受挫，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弱；

- 支撑增量配电网试点的相关政策规范和发展规划缺乏、相关法律不清晰。

核电建设发展停滞

- 已连续两年没有核准新的核电项目（除示范快堆项目外），

核电投资规模也连续两年下降。

问题与挑战

九、问题与展望



05

04 继续加快推进电力改革，扩大电力市场化电量比重；

03

02

01

发展展望

九、问题与展望

按照“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的总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遵循能源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战略构想，深入研究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能源电

力行业的影响；

准确把握能源电力发展大趋势，持续推进电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

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满足有效需求；

着力解决电力安全稳定运行、清洁能源消纳、煤电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

持续推动电力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努力实现电力行

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谢 谢！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一号

邮编：1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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