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4 日，重庆、四川两地签订“共
同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能源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 在这一涉及 20
个重大能源项目、投资总额高达 9900 亿
元的协议中， 川渝特高压联网工程备受
各方关注。

根据协议，两地将在“十四五”期间
推进川渝电网一体化发展，包括投资 430
亿元建设甘孜-天府南-成都东、 阿坝-
成都东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
程等。 据记者了解，这个计划于 2021 年
开工、2025 年投产的大型电网工程不仅
可以加强川渝两地的电力联网， 还能够
为大规模、远距离“疆电入渝”打下坚实
基础，一波三折的“疆电入渝”由此再次
进入舆论视野。

“疆电入渝”构想早在 2010 年即被提
出，电力送、受两端均有强烈需求，但近 10
年来因为各种原因鲜有实质性进展。 如今
受端电网建设的新动向，能否推动“疆电
入渝”真正落地？

新疆具备供应能力
重庆用电需求强烈

“推进川渝电网和电力市场一体化发
展，开展‘疆电入渝’前期工作”“加快推进
哈密北-重庆±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
工程前期工作”———重庆、 新疆两地在各
自的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把“疆电
入渝”列为重点工作。

相隔近 3000 公里， 重庆为何千里迢
迢盼引疆电？ 解决“缺电”隐患是当务之
急。 记者了解到，重庆一次能源匮乏，现为
西部唯一的能源净输入省级行政区。 由于
当地已无法支撑大规模煤电装机上马，且
新能源开发总量有限，先前确定的“自给
为主、外来为辅”的电力保障格局正在发
生根本转变。

据一位熟悉重庆电力情况的人士介
绍，1997 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初， 重庆年
用电规模仅为 140 亿千瓦时， 但到 2019

年时，这个数字已增至 1160 亿千瓦时，年
均增速高达 10.1%。“到 2035 年，重庆预计
新增电力需求 2500 万千瓦左右， 相当于
较当前翻一番，这些需求将主要依靠外来
输入满足。 ”

那么输入电源何在？ 上述人士指出，
从重庆地理位置、全国能源资源分布及电
力流向等方面分析，入渝电源的方向有新
疆、青海、甘肃等西北省区，以及贵州、四
川等周边省区，最终四川水电和以煤电为
主打捆新能源的新疆电源被定为首选。
“短期来看川电可以支撑， 中远期必须依
靠疆电。 ”

那么疆电为何如此重要？ 据介绍，作
为送端，新疆既有供应保障能力，也有自
身发展需要。 从资源禀赋看，新疆煤炭、风
光、 水能资源储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
二、第四位，具备电力资源大规模开发和
外送的条件。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发展策划部
主任助理张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截
至 2019 年底， 疆内共建成特高压直流外
送通道两条，累计外送电量 1997.5 亿千瓦

时，相当于外送原煤 7830 万吨。 “疆电外
送”10 年来，在当地资源优势转换、化解电
力过剩矛盾、 促进清洁能源消纳等方面，
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满足新疆自身能
源电力需求的前提下，保障重庆及西南区
域用电安全能够促进新疆能源资源在全
国范围内优化配置， 提高资源开发效率，
进一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

记者多方了解到，国家能源局对“疆
电入渝”也持赞成态度。 “重庆紧邻四川，
川渝电网联系比较紧密，近期优先考虑四
川富余电力解决， 远期可考虑疆电入渝，
实现水火互济，提高外电保障能力。 下一
步，我们将在电力发展‘十四五’规划的编
制中，结合川渝电网电力发展情况，统筹
考虑‘疆电入渝’的规模和时序。 ”2019 年
7 月， 国家能源局在答复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第 7479 号建议时称。

地方积极推进
但内外部通道仍未获批

事实上，“疆电入渝”的思路可进一步

回溯到 2010 年。 彼时， 两地提出建设准
东-重庆±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计
划由新疆电力公司负责工程建设，重庆接
收全部电力。

据媒体报道 ，2011 年全国两会期
间，在渝人大代表集体提出《关于加快
特高压输电工程建设保障重庆电力供
应的建议》。 国家电网公司对该《建议》
回复称，将“全力推动哈密-重庆等特高
压工程纳入国家‘十二五’能源、电力、
电网等专项规划， 并加大工作力度，争
取早批复、早开工建设”。 2012 年，该线
路即被新疆电力公司列为工作重点，在
原计划“十二五”建成未果的情况下，延
至 2020 年实现投运。 同期，时任重庆电
力公司总经理孟庆强也多次表示，重庆
面临外购电通道和渠道“双缺”的局面，
呼吁建设哈密北-重庆直流特高压， 确保
重庆中长期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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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 10年，疆电何时能入渝

■本报评论员

成都、 重庆是我国西南地区重镇，
全力保障两地电力供应意义重大而深
远。 今年 1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作出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战略部署，对两地的电力保供提
出了更高更细致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
“疆电入渝”话题快速升温，折射出“双
城经济圈”电力供应的紧迫形势，引发
各方高度关注。

我国煤炭、风能、太阳能资源主要
集中于“三北”地区，水能资源则富集于
西南地区，这就决定了“西电东送”“北
煤南运”“北电南送”的基本格局。其中，
四川、重庆两地水电资源丰富，密集分
布着长江上游、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
等多个水电基地，是我国水电开发的中
心所在。得益于此，成都、重庆电力保供
形势历来相对宽松，不仅很少陷入“缺
电”困局，反而屡次出现“窝电”困扰。

例如， 四川二滩水电站在上世纪
末投产时 ，便出现 “弃电 ”，主管部门
最终只能强行摊派给四川 、重庆两地
消纳 ； 三峡电站在规划建设之初 ，也
出现了巨量电力 “送不出 、落不下 ”的
问题 ，考虑到三峡工程库区主要位于
重庆， 以及当地未来电力消费增长等
因素 ，主管部门最终决定每年 “硬压 ”
给重庆数十亿千瓦时三峡水电。 换言
之， 川渝两地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都
是苦于 “电太多 ”，未曾有过 “不够用 ”
的焦虑。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持续
高速增长， 川渝两地电力负荷连年攀
升，供需形势也随之剧变。 尤其是作为
西南部地区唯一一个能源净输入省级
行政区，重庆近年来已经明显感受到电
力保供的压力。 事实上，即使是按照惯
常情境下的用电增速预测，川渝两地电
力供需形势短期内也将逆转，即由电力
富余转变为电力紧缺，而随着“双城经

济圈”的提出，这一问题变得愈发凸显。
这是数十年来当地电力供需形势出现
的大变局，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电力是经济发展先行官。 为更好保
障经济社会发展的电力供应，“适度超
前”成为我国电力工业规划、建设的基
本原则。 这一原则的贯彻落实，为发电
装机的迅猛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近
年来， 我国年均新增发电装机超过 1
亿千瓦 ，该规模与英国 、韩国 、西班牙
等国的全部装机容量相当， 充分展示
出我国电力工业已具备雄厚竞争实
力。 但现实情况比规划、原则、装机数
字更复杂。 川渝两地“守着电站却陷入
缺电隐忧”的现实，揭示出电力行业发
展在规划制定、 市场机制建设等方面
存在着明显短板。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背景下，川渝两地都已意识
到未来用电形势的严峻， 并试图据此
“截留” 白鹤滩水电———两地均于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提出后不久即“上
书”国家能源主管部门，提出将原计划
外送江苏、浙江两地的白鹤滩水电留在
川渝地区消纳的诉求。 这种“非常规”操
作表明，日趋紧张的电力供应形势目前
已成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显性问题，
必须予以解决。

建设“双城经济圈”，是川渝两地的
战略机遇，更是国家层面高瞻远瞩的重
大战略部署， 电力保供绝不能拖后腿。
电力保供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电源建
设、 电网规划等多个技术性极强的环
节，也涉及跨区域、跨部门利益诉求协
调等复杂的非技术问题，这都需要加强
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 幸运的是，当前
正值电力发展“十四五”规划制定时期，
恰是敲定宏观框架的有利时机。 如何相
机决策，制定让“双城经济圈”建设“动
力充沛”的电力规划，已成为考验能源
主管部门能否担当有为、不辱使命的重
大课题。

莫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闹“电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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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昌吉）-安徽皖南（古泉）±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吉泉线）昌吉换流站全景。 吉泉线是“疆电外送”重要通道、世界
电压等级最高的输电工程。 刘文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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