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国 7 大同步电网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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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谈能源“十四五”

本报讯 记者朱妍、 贾科华报道：日
前，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对外
发布《新发展理念的中国能源变革转型
研究 》和 《中国 “十四五 ”电力发展规划
研究》。 两份研究报告提出，“十四五”期
间， 我国应加快特高压交流同步电网建
设，其中，东部应加快形成“三华”（华东、
华中、华北）特高压同步电网，西部应加
快构建川渝特高压交流主网架；2035 年，
通过建设同步互联工程， 将我国现有西
北、西南、云南、南网受端、华东、东北、华
北-华中 7 大同步电网互联形成东部、西
部两大同步电网；2050 年，进一步加强东
部、西部同步电网主网架。

值得一提的是 ， 东部电网建设将
以 “三华 ”同步电网为核心 ，西部电网
建设将以川渝特高压交流主网架为开
端。 事实上，早在 2015 年，国家电网公
司就提出了 “到 2020 年 ，华北 、华中 、
华东 、东北 、西北等交流同步电网将互
联整合为东部 、西部两大电网 ，到 2025
年东 、 西部电网通过同步互联工程形
成一个同步电网 ” 的发展计划 。 换言
之 ， 上述两份研究报告仍建议构建东
部 、西部两大电网 ，并大幅推后了时间
节点 ，但并未提出进一步形成 “全国一
张同步网”的想法。

两份研究报告指出 ， 我国由于电
力管理体制分割 、缺乏统一规划 、输电
技术水平局限等原因 ， 形成了基于行
政区划 、网间联系薄弱 、资源配置能力
不强的多个同步电网格局 。 特别是特
高压 “强直弱交 ”问题突出 ，特高压交
流发展严重滞后 ， 电网长期处于从超
高压向特高压的过渡期 ， 跨区电网联
系薄弱 ，对大负荷、大波动、大事故的承
载能力严重不足， 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同时严重制约已建直流发挥作用，极大
影响西部和北部清洁能源开发，致使弃

水、弃风、弃光问题更加突出。 目前，由
于华北 、华中电网受入能力限制 ，哈密
南-郑州、酒泉-湖南直流输送功率被限
制在 540 万、550 万千瓦以内，输送能力
闲置 30%以上。 为满足西部大规模清洁
能源送出、东部大规模区外电力送入的
需要 ，必须建设东部 、西部特高压同步
电网，增强安全性和稳定性，保障多回路
大直流送得出、落得下、用得上。

其中， 西部交流同步电网包括西南
电网、 西北电网和南方送端 （云南）电
网，覆盖西南大型水电基地和西北大型
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基地。 构建
西部电网能够统筹考虑西部清洁能源
基地开发布局 ， 推进送端电网互联互
通，实现风光水火多类型能源资源时空
差异互补 、统一调节 ，平抑间歇性新能
源岀力波动，提高清洁能源和外送通道
利用效率。 东部交流同步电网包括华北
电网、华东电网、华中电网、东北电网和
南方受端电网，即是将过去东北-华北-
华中“长链式”结构优化为华北-华中-
华东“团状”结构，以便充分发挥互联电
网强有力的紧急功率支援能力， 增强抗
风险、抗扰动能力，实现西部清洁能源大
规模安全受入与高效消纳， 提高电网整
体安全稳定水平。

为此，两份研究报告提出“加快特高
压骨干网架建设”：“十三五” 末全国建
成“十二交十六直”特高压工程，形成华
北 、华东两个特高压交流电网 ，华北与
华中通过特高压交流联网，“十四五”期
间建成白鹤滩水电送出、陕北-武汉、雅
中-江西、金上-湖北等特高压直流输电
工程 ，满足西部电源基地送出 ；东部加
快形成“三华”特高压同步电网，西部加
快形成川渝特高压交流主网架。 2035 年
前后形成东部、 西部两个同步电网，建
成珠三角特高压交流环网，与“三华”电

网通过特高压交流联网，形成东部同步
电网 ；建设西南特高压交流环网 ，与西
北电网通过特高压交流联网，形成西部
同步电网。 2050 年进一步加强东部、西
部电网内部特高压交流网架建设，提高
电网供电能力 ；加强东部 、西部电网之
间直流联网通道建设，扩大西电东送规
模，满足东部负荷中心用电需要。

具体到“十四五”期间，两份研究报
告建议，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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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在特高压直流通道建设方面，
两份研究报告提出要 “推进落实我国新
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 新建 7 个西
北、 西南能源基地电力外送特高压直流
工程，总输电容量 5600 万千瓦。 其中，依
托西北大型风光能源基地开发外送，建
设陕北榆林-湖北武汉、 甘肃-山东、新
疆-重庆 3 个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总输
送容量达到 2400 万千瓦；依托西南大型
水电基地开发外送，新建四川雅中-江西
南昌、 白鹤滩-江苏、 白鹤滩-浙江、金
上-湖北 4 个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总输
送容量达到 3200 万千瓦。 到 2025 年，我
国特高压直流工程达到 23 回，总输送容
量达到 1.8 亿千瓦。

在加快特高压交流同步电网建设方
面，一是东部要加快形成“三华”特高压
同步电网。 两份研究报告提出，华东、华
中电网直流落点密集， 随着直流馈入规
模的不断提高， 安全稳定风险进一步加
剧。 2025 年， 华东电网馈入直流将达到
13 回，总输电容量 8580 万千瓦，占最大
负荷比重约 27%； 华中电网馈入直流达
到 6 回，总输电容量 4800 万千瓦，占最

大负荷比重约 23%。 电网一旦发生交流
故障， 极易引发多回直流同时换相失败
和直流闭锁，导致大量功率损失，带来严
重频率稳定问题，存在大面积停电风险，
亟需通过加强区域互联， 提高电网安全
性和抵御严重故障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 两份研究报告建议 ，
2025 年“三华”应建成“五横四纵”特高压
交流主网架， 大幅提升电网安全稳定水
平：华北优化完善特高压交流主网架，加
强山西、蒙西电源基地“南送”通道，建成
晋中-晋东南、胜利-张北、济南-枣庄特
高压交流通道；华中建成“日”字形特高
压交流环网，覆盖南阳、驻马店、荆门、武
汉、长沙和南昌等负荷中心；华北-华中
建成晋东南-南阳、菏泽-驻马店 2 个特
高压交流通道；华北-华东建成枣庄-徐
州-南京、 临沂-连云港-泰州 2 个特高
压交流通道；华中-华东建成驻马店-淮
南、武汉-皖南、南昌-浙西 3 个特高压
交流通道。

二是西部要加快构建川渝特高压交
流主网架。 两份研究报告显示，“十三五”
以来，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速，带动
电力需求快速增长， 增速比全国平均增
速高 1-2 个百分点，预计 2025 年川渝电
网最大负荷将达到 1 亿千瓦。 为满足川
渝地区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 实现川西
水电大范围优化配置， 亟需构建川渝坚
强网络平台。 因此，2025 年，川渝应形成
“两横一环网”特高压交流主网架。 北横：
建成阿坝-成都东双回特高压交流线路，
汇集大渡河上游双江口、巴拉、金川等水
电外送。 南横：建设甘孜-天府南双回特
高压交流线路， 汇集雅砻江中游两河口
等水电外送。 成渝环网：围绕成都、重庆
负荷中心， 形成成都东-铜梁-重庆-天
府南-成都东特高压交流环网，大幅提升
川渝电网输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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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西部”两大电网方案再现
“有的观点认为 ，说话口吃的

人脑子聪明，口吃是因为思考的速
度太快。 实际上呢？ 他思考的速度
是正常的，是表达能力跟不上。 ”展
曙光以此类比认为，不能简单地因
为改革中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就
得出试点推进过快的结论 ，“与其
说现在试点批得太多 、太快 ，不如
说是增量配电改革中发现的种种
问题解决得太慢，没有跟上改革应
有的节奏。 ”

一位不愿具名的电力行业专家
表示：“增量配电最终会动摇电网企
业的利益， 政策在输配电价改革等
方面没有做好衔接与协调， 导致目
前增量配电改革给予投资者的信号
是扭曲的。再加上电网企业，特别是
基层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对改革理解
的差异， 项目开展时必然会遭遇一
系列的阻碍。 ”

对此 ，2018 年国家发改委 、国
家能源局发布的 《关于增量配电业
务改革第一批试点项目进展情况的
通报》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试点项
目进展总体缓慢， 一些地方政府和
电网企业在改革关键问题、 关键环
节上认识不到位， 与中央改革精神
存在偏差”；此后，2019 年两部委发
布的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
进展情况通报（第二期）》再次指出，
虽然各方面认识明显提高，但“部分
地区落实情况较差， 试点项目进展
依然缓慢”。

“地方政府与地方电网公司之
间的复杂关系， 决定了地方上往往
不愿为了规模不大的增量配电项目
去承担与电网‘作对’的风险。”上述
电力行业专家对此解读称，“尤其是
目前国家发改委并没有对一些关键
矛盾作出明确政策要求， 甚至已有
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上也缺乏衔接、
存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
推动增量配电改革的积极性往往难
以被调动起来。 ”

增量配电改革既然是 “难啃
却不得不啃的硬骨头 ”，那么国家
层面为何未对地方作出强力的政
策约束呢？

吴俊宏认为，国家发改委在制
定政策时有很多原则性的表述，初
衷是让地方有发挥的空间。 “但这
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地方对改革要
求要理解透彻并敢担当、 敢作为。
而目前地方上对改革工作理解不
足 、不敢主动作为 ，本来是上面说
的越少、下面可操作的空间越大，现
在却成了上面说的越少、 下面做的
也越少了。 ”

另外， 各地情况差异巨大，不
宜制定太过具体的规定。 对此，冯
永晟举例称 ：“试点中不乏一些基
础很好的项目， 例如郑州航空港，
配电区内有稳健的大规模产业，相
比其他一些新启动的项目具备很
多先天优势 。 但这种成功能否复
制？ 增量配电试点项目对地方的实
际贡献究竟有多少？ 各地的实际情
况差异很大。 ”

冯永晟进一步指出， 很多地方
增量配电试点落地了， 但园区负荷
没有落实， 最终不管是配网还是售
电业务都无从开展。“电力毕竟是一
个基础性产业， 需要支撑其他产业
才能实现发展。 有的地方希望先把
增量配电项目争取过来， 然后再靠
它去招商引资。 但这个想法能否实
现， 最终还是要看当地是否具备各
种营商环境， 这些都不是一个增量
配电项目可以决定的。 ”

展曙光表示， 虽然目前很多问
题没有得到解决， 让部分投资者感
到寒心，“但试点的 ‘压茬推进’，也
向投资者展示出国家层面对于推进
增量配电改革的决心。当然，仅凭这
些是不够的， 国家层面一定要通过
政策、规则的制定，体现出坚定的改
革态度，而且要将这种态度落实，不
能摇摆。 ”

吴俊宏认为， 增量配电改革应
该建立非试点形式的长效机制。“这
个长效机制应该包括地方政府规
划、项目流程、增量配网项目的价格
机制与盈利机制等各个环节。 一旦
价格机制捋顺了， 项目投资价值有
保障，其它不规范、不完善的问题都
会有突破和解决的动力。 ”

增量配电试点，
“慢了”还是“快了”？

我国未来东部、西部两大同步电网构想图

“国家层面一定要通过
政策、规则的制定，体现出
坚定的改革态度”

�� 全全球球能能源源互互联联网网发发展展合合作作组组织织发发布布的的研研究究报报告告提提出出，，到到 22003355年年
将将现现有有 77大大同同步步电电网网互互联联形形成成““西西部部送送端端””和和““东东部部受受端端””两两大大同同步步电电
网网，，但但并并未未提提出出建建成成全全国国同同步步电电网网规规划划——————

8 月 8 日，白鹤滩水电站左岸地下厂房，全球首台百万千瓦水轮机组转子吊装。白鹤滩水电站设计安装 16 台单机 100 万千
瓦的发电机组，首批机组预计明年 7 月投产发电。 朱永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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