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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电总量占全球 30% 以上

过去一年，全球总共发了多少电？答案
是超过 290000 亿千瓦时。

过去一年，中国总共发了多少电？答案
是超过 94000 亿千瓦时。这一数字，在全球
发电量中的占比已超 30%。

若将时钟拨回 9 年多前，彼时的中国还
有部分人面临缺电问题。

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就有
个昔日的“缺电乡”——丹东镇。当地原有
一座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小水电站，但由于
年久失修，故障不断，电力时常供应不上。
对此，丹东镇二道桥村村民亚马太深有体会：

“以前缺电时，天热了家里的牛奶、肉类容易
变质，天冷了，到河边洗衣服经常冻手。”

变化发生在 2015 年。当年 6 月，亚马太
家亮起了电灯，“通电了，灯好亮”，亚马太
记得，早在通电前，自己还专程去县城买了
一台电动酥油机，想让电网师傅一起尝尝用
电做的酥油茶。二道桥村的全面通电，意味
着国家电网公司解决了甘孜州无电人口用电
问题，四川地区全部通电。

同年 12 月，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
县果芒村和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长江村
的村民也迎来重要时刻——村里拉闸通电了。
伴随果芒村和长江村正式通电，青海省最后
9614 户、3.98 万无电人口全部用上了电，这
也标志着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

“ 无 电 地 区 人 口 全 部 用 上 电 ” 的 目 标 如 期
实现。

“2015 年，中国全面完成无电地区电力
建设工程，解决了 4000 万无电人口的用电问
题，在发展中国家率先实现了人人有电用，
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在 2020 年举行的“能
源行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这样介绍。那时，世
界上还有约 8 亿人口无电可用，主要集中在

发展中国家。
“有电就有了光明，日子越过越好。”村

里“大电网”接通后，果芒村牧民东环成多
最早申请了动力电，在家门口开起了磨面铺。
长江村的旦增卓玛则带头办起了牦牛养殖合
作社，有了动力电，饲料粉碎和混合加工用
电稳定了许多。在二道桥村，亚马太家里冰
箱、55 英寸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电一应俱
全。“热天再也不用担心新鲜牛奶变质，9 月
过后，也不用再去冰冷的河边洗衣服了。”亚
马太高兴地说。

城乡供电可靠性不断提升

回溯中国的电力发展历程，城乡间曾出
现过不太均衡的用电格局：城市用上电灯时，

农村还在点煤油灯；当电灯终于在农村普及，
城市里家家户户已配备了彩电冰箱。

为了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着力发展农村电力事业。从大
规模农村电网改造到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再
到以大电网延伸为主的“户户通电”和无电
户通电、全面解决无电人口通电问题，直至
2015 年底，“无电人口”在中国终于成为历
史名词。

作为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
是如何实现户户通电、全民通电的？

政策精准谋划是先决条件。在 2012 年 7
月，中国仍有 256 个无电乡 （镇）、3817 个无
电村、93.6 万户无电户、387 万无电人口，其
中少数民族占总无电人口的 84%，主要分布
在新疆、西藏等 14 个省 （区）。为此，国家
能源局制定 《全面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三

年行动计划 （2013—2015 年）》，开展无电地
区电力建设，实施大电网延伸和因地制宜发
展分布式新能源供电工程，要求尽快使分布
在新疆、四川、青海、甘肃、西藏等偏远地
区的无电人口用上电。为了如期实现全面通
电，广大电力建设者加快推进无电地区通电
工程。一项项电力建设投资工程稳步落地，
一座座网架在崇山峻岭、沙漠戈壁架起，为
户户通电打牢根基。

“解决了‘用上电’的问题，还要让群众
‘用好电’。”国网青海电力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为不断提升供电质量，当地持续加强偏
远农牧区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因需施策改造
升级电网，提高供电可靠性，为畜牧等特色
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撑。

“2019 年底，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
提前达到预定目标，完成 160 万口农村机井

通电，涉及农田 1.5 亿亩；为 3.3 万个自然村
通上动力电，惠及农村居民 800 万人。小城
镇中心村用电质量全面提升，惠及农村居民
1.6 亿人。”章建华表示，2020 年上半年，中
国提前完成了“三区三州”、抵边村寨农网改
造升级攻坚三年行动计划，显著改善了深度
贫困地区 210 多个国家级贫困县、1900 多万
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用电条件。

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供电质量高
不高，电力用户最直接的感知方式就是用电
稳不稳、停电是否频繁。

根据国家能源局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联 合 发 布 的 2023 年 度 电 力 可 靠 性 数 据 ，与
2018 年相比，中国城市电网去年的供电可靠
率提高了 0.04 个百分点，相当于全年城市用户
平均停电时间从 4.77 小时/户下降到 2.14 小
时/户，降幅超过 55%。同时，中国农村电网供
电可靠率提升至 99.9%，相当于全年农村用户
平均停电时间为 8.74 小时/户。城市电网、农
村电网用户平均停电时间差由 2018 年的 14.39
小时/户缩减至 2023 年的 6.6 小时/户，缩减
幅度超过 50%。

“电力可靠性是衡量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
行水平和电力生产供应能力的重要指标，也
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国
电力企业联合会可靠性管理中心主任周霞说，
透过电力可靠性水平，既能观察电力工业对
经济社会用电需求的满足程度，也能看出电
力系统规划建设、生产运行、设备制造等方
面质量水平和管理水平。“目前，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主要城市年平均停电时间已低
于每户 1 小时，部分城市核心区进入分钟级，
比肩东京、新加坡等国际一流城市。”周霞
说。这意味着伴随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电力
行业正为之注入强劲而稳定的重要支撑。

人均用电量更高、用电结构更绿

观察人民生活水平，用电量是一个细微
而生动的窗口。

《中国的能源转型》 白皮书显示，十年
来，全国人均生活用电量从约 500 千瓦时增
长到接近 1000 千瓦时，翻了一番。如何理解
这个变化？

“保障民生用电是电力行业发展的重要目
标之一。”周霞认为，中国人均生活用电量实
现“翻番式增长”，说明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
不断提高，家用电器、电动交通工具等普及
率越来越高，人民生活便捷性和幸福感在持
续增强。“人均生活用电量的提升也说明中国
的电力工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近
年来中国不断加大配电网建设，着力提升农
村地区配电网建设质量，为人民群众便捷用
电、可靠用电打下了坚实基础。”周霞说。

用电量更高的同时，中国的用电结构也
在发生显著改变。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
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 1.34 亿千
瓦，同比增长 24%，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
88%。从发电情况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达 1.56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2%，
约占全部发电量的 35.1%。其中，风电太阳
能发电量合计达 9007 亿千瓦时，约占全部发
电 量 的 20%， 超 过 了 同 期 第 三 产 业 用 电 量

（8525 亿 千 瓦 时） 和 城 乡 居 民 生 活 用 电 量
（6757 亿千瓦时）。

用能结构更绿，不仅使得中国为全球能
源转型提供更多新动能，也为居民带来了更
多创收机会。

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建新村，村民熊
猛前不久收到了一笔约 2000 元的“光伏租
金”。国家能源集团江西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为积极响应“千家万户沐光行动”，公司
以向农户支付租金的方式盘活当地居民闲置
的屋顶资源，有序发展分布式光伏。目前，
该公司分布式户用装机容量约占新能源装机
容量的 30%，每年向农户支付租金近 5000 万
元，惠及农户近 2万户。

“农村地区户用光伏规模达到 1.2 亿千瓦，
涉及农户超过 550 万户，每年可为农户增收
110 亿元，增加就业岗位约 200 万个。”《中国
的能源转型》 白皮书这样总结。

“接下来，我们将有序推动‘千乡万村驭
风行动’和‘千家万户沐光行动’，持续探索
农村绿色低碳发展新模式、新路径、新机
制。”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说。

翻越崇山峻岭，一张张电网衔接，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动力；深藏地表之下，一条条管道蜿蜒，为民生用能提供保
障；潜心实验室内，一项项技术不断创新，为全球能源转型
提供中国方案。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新中国成
立75年来，能源事业加快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
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立足于高质量发

展，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能源保障，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顺应全球发展大势、适
应时代要求的能源转型之路。今起，本报推出“能源转型看
中国”系列报道，展示中国推进能源转型发展取得的突出成
就以及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编  者  “能源转型看中国” ①

十年来，中国人均用电量翻了一番，能源转型有效保障生活需要——

14亿多人从“用上电”到“用好电”
本报记者  廖睿灵

每天清晨，神州大地渐
渐苏醒，人们纷纷投入繁忙
的工作生活。到了夜晚，家
家户户点亮电灯，街头巷尾
热闹非凡。昼夜轮转间，电
力须臾不可或缺。

“2015年历史性解决全国
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全国人
均生活用电量从约500千瓦时
增长到接近1000千瓦时，翻
了 一 番 ” …… 最 近 公 布 的
《中国的能源转型》白皮书显
示，十年来，能源供需保持
平衡，能源价格总体平稳，
14亿多人的能源安全得到有
效保障。

在 青 海 省 玉
树藏族自治州曲
麻 莱 县 长 江 村 ，
国网青海电力公
司工作人员上门
为牦牛养殖场排
查设备用电情况。

王国栋摄  

四通八达的高速铁路网络，使人们
可以“朝辞北国雪，暮赏西湖月”；清
洁的用水、舒适的住房、稳定的供电、
流畅的网络服务，让昔日的落后山村成
为现代农业的“桃花源”……这一项项
凝聚着建设者智慧与汗水的基础设施工
程，也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民生
工程。

城乡基础设施网络越织越密，如何
为民生福祉“做加法”？近日，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新中国 75 年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系列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 75 年
来，建筑业完成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
的基础建设工程，极大地改善了城乡居
民出行、通讯、教育、医疗条件和居住
环境。

看交通，截至 2023 年末，全国铁
路营业里程达 15.9 万公里，比 1949 年末
增加 13.7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
程达到 4.5 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
三分之二以上；公路里程 543.7 万公里，
增加 535.6 万公里；建成定期航班通航
机场 259个，比 1984 年增加 171个。

看信息通讯，截至 2023 年末，全
国光缆线路长度 6432 万公里，比 1997
年增长 114.5 倍。2023 年，中国累计建成
移动电话基站达 1162 万个，其中 5G 基站
338 万个，5G 网络覆盖地级以上城市及
重点县市，信息基础设施基本普及。

看用水用气，截至 2022 年末，全
国城市供水管道长度 110.3 万公里，比
1978 年末增加 106.7 万公里；燃气供气

管道 99.0 万公里，增加 98.5 万公里；排
水管道 91.4 万公里，增加 89.4 万公里；
建成污水处理厂 2894 座，增加 2857 座。

基建为民生“做加法”，还体现在
住有所居、安居宜居。

住房建设能力不断提升，人居条件
持续改善——2023 年，全国建筑业企业
房屋施工面积 151.3 亿平方米，比 1980
年增长 66.5 倍，年均增长 10.3%。城镇
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实现平稳增长。

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稳步实
施，城市更新有序推进——截至 2023
年末，全国累计建设改造各类保障性住
房和棚改安置房 6400 多万套。2019—
2023 年，全国累计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
小区 22 万个，惠及居民超 3800 万户。

城市更新改造不仅改善了居民住房条
件，也优化了城市功能，提升了城镇综
合承载能力。

在广大农村地区，乡村居住水平、基
础设施和生态环境逐步改善，让城乡人
民共享发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全面完成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任
务，历史性解决了农村贫困群众的住房
安全问题，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平稳增长，农村基础设施覆盖面不断扩
大。截至 2022 年末，中国建成建制镇、
乡、村庄供水普及率分别为90.8%、84.7%、
86.0%，行政村通光纤、通 4G 比例超过
99%，村村通宽带全面实现，农村地区
互联网普及率也提升至 66.5%。

在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各类
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的普及，推动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建成普通高等学校 3074 所，
1949 年仅有 205 所；医疗卫生机构 107 万
个，1949 年仅有 3670 个；公共图书馆、博
物馆数量分别达 3246 个和 6833 个。

布局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备、
安全高效……中国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正不断完善，使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丹巴县丹东镇二道桥村
村民亚马太是昔日的“缺
电户”。如今，亚马太家里
各式家电一应俱全，为生
活带来极大便利。

罗粒恒摄  

国家统计局发布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

城乡基础设施网络越织越密
本报记者  汪文正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持续推进棚户区改造项目，新建了一批
配套齐全、交通便利、设施完善、绿色智能的安置房和保障房，有
效改善群众住房条件，惠及居民2万余人。图为奉新县棚户区改
造项目山水嘉苑小区建设现场。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