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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 年， 在上海南京路与江西路西北转角
处，亮起了中国第一盏电灯，正式宣告电灯开始
在中国使用。 自此，电走进了上海的大街小巷，点
亮了上海的万家灯火，促进了上海的迅猛发展。

从起初黄浦江畔的荒芜滩涂，到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霓虹灯闪烁的“不夜城”，城市电力的源源
流淌， 让上海这一曾经的江南小渔村迅速崛起，
在中国城市群中脱颖而出。

来自国网上海电力的数据显示，1949 年到
2020 年，71 年间， 上海全域用电负荷飞速攀升，
从最高用电负荷 21.6 万千瓦增长到最高用电负
荷 3312 万千瓦。 这簇“电力之光”照亮了上海这
颗“东方明珠”，也开启了中国百年电力事业的伟
大征程。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闸北叉袋角的我国第一
家民族资本建造的电厂———上海闸北电厂。 在这
里，一所旨在向公众展示上海电业从无到有的电
力发展博物馆正在进行开馆前的紧张准备。 相关
负责人带领记者重温了这一历史进程。

与世界同步 电力事业扎根上海

时间追溯到 1882 年，上海创办了中国内地
第一座电厂———上海电气公司。 这一时间比法
国巴黎火车站电厂晚 7 年， 比日本东京电灯公
司早 5 年。 这意味着，中国电力事业发端几乎与
世界同步。

上海电气公司供电 12 年后，1894 年，上海公
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 为上海第一批 12 个用户
安装了单相电表，这也是在中国安装使用的第一
批电表。

1911年，占地 16亩、斥资 26万两白银的上海
第一家民族资本建造的水电公司———上海闸北水
电公司举行开幕典礼， 这标志着上海建起了第一
座能够不依赖于租界而独立供水、发电的水电厂。

从第一盏电灯到第一只电表再到第一座电
厂，电力的普及应用，让上海现代化城市的面貌
也逐渐显现。 二十世纪初，新式白织灯已在南京
路安装使用；老西门中华路上出现了华商电车的
身影；在南京路一火腿店铺门前，霓虹招牌在夜
幕下亮起……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 彼时的上海发电量
已为 10.09 亿千瓦时，占全国的 23.4%，最高负荷
21.6 万千瓦，位列全国所有城市之首。 电能，已在
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扎根，电力文明开始在中
国蔓延。

从超高压到特高压 比翼城市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 上海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1957年， 西郊变电站的建成吹响了上海超高压变
电站建设的号角；1969 年-1979 年，蕴藻浜、浦东
变电站、新建卫东等数座变电站相继投运，全市用
电量迅猛攀升。 1978年， 全市用电量已达 147.68
亿千瓦时， 最高用电负荷达 199.40 万千瓦，1988
年，用电量则增长到了 240.70亿千瓦时。

从中国第一盏电灯的问世，到成为居民生活
必需品，电力，在能源供给中扮演的关键作用逐
渐凸显。 改革开放以后，保障居民用电就成为了
上海电力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彼时，电力事业
正处发展阶段的上海， 电力发展水平仍相对滞
后，安全事故频发、缺电局面尚难缓解。

为此，大力建设本地电厂，提高装机容量成
了上海电力事业发展的关键。 截至 1990 年底，上
海市共建发电厂 11 家 ， 发电设备总容量为
468.67 万千瓦；与此同时，±500 千伏葛（州坝）南

（桥） 线路与一批 220 千伏、500 千伏外来电通道
的兴建，使上海电网与周边电网联系更紧密。

为拓宽上海外来电通道，缓解市域用电紧缺
现状，2010 年，±800 千伏向家坝-上海特高压直
流输电示范工程投运，上海电网由此迈入特高压
时代。 随后，1000 千伏淮南-皖南-上海特高压
工程、1000 千伏淮南-南京-上海特高压工程相
继投运。 上海电网发展突破了输变电技术的障
碍，实现了贯通皖、苏、浙、沪负荷中心的华东“两
交一直”特高压供电格局。

向科技要效率 搭建国内领先城市电网

现如今，纵览上海，让黄浦江两岸流光溢彩
的是电，撑起“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世界博览
会”等大型盛世活动的也是电。

2020 年 11 月，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
延的特殊背景下，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召
开。 盛会顺利召开的背后则是“万无一失”的电力
供应保障。

目前，国网上海电力已形成拼科技、拼效
率的“智慧保电”模式。 2020 年，累计开展配网
不停电作业 1.74 万次 ， 累计减少停电 68.67
时/户。 截至目前，上海城市整体供电可靠率达
到 99.9966%。

近年来，为践行绿色低碳城市发展，国网上
海电力开始发力优化综合能源服务，有序推进清
洁能源消纳与电能替代。 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上海市消纳清洁能源 616.37 亿千瓦时，
占全社会用电量占比 39%，创历史新高；完成跨
区可再生能源现货交易电量 7.8 亿千瓦时， 同比
增长 81.4%， 有力促进了上海市能源结构转型升
级和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

据介绍，面向“十四五”，围绕上海城市空间
新格局的新要求，上海电力事业的发展将进一步
聚焦构建“绿色、智慧、韧性”城市电网，到 2022
年，与上海新型智慧城市相适应的国内领先城市
能源互联网将有望成为智慧城市进步与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

两三块蜂窝煤、几根引火木柴、一把生火用
的蒲扇……一天的生活就这样从拎着煤球炉生
火的烟雾缭绕中开始了。 这是上世纪初大多数上
海人的真实生活写照。 那时，一堆堆蜂窝煤挤放
在狭窄的弄堂里，每到做饭高峰期，煤烟味就会
蔓延至整条弄堂， 直至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才逐
渐消失。

取代煤球炉的正是煤气。 1865 年，中国内地
第一家煤气厂在上海建成投运，上海率先于国内
其他城市进入煤气时代。 此后经历了旧中国的战
火纷飞、新中国的艰苦创业，以及改革开放的创
新发展，从煤气走进寻常百姓家到煤球炉消失殆
尽，上海花了 130 年时间。 此后仅用 16 年时间，
即在 2015 年， 上海又宣告完成了从煤气时代向
更清洁、便捷的天然气时代过渡。

现如今，600 余万户家庭灶台上的蓝色火焰，
成为上海市城市文明进步与城市能源结构转型
发展的必然产物。 上海， 这座特大型城市的 150
余年燃气发展变迁史，展示出了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改革促发展的决心， 也见证了近百年来，中
国从积贫积弱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崛起历程。

率先发力
从路灯到“有钱人家才能用的奢侈品”
1865 年 11 月 1 日， 人工煤气点亮了位于上

海市南京东路的第一盏煤气路灯。 以此为标志，
上海开始步入煤气化时代。

初来乍到的人工煤气并没有改变彼时上海
以油灯照明为主的局面，煤气灯的应用与油灯并
存发展 10 余年，原因就是贵。

据老上海人回忆，当时，每一盏油灯一个月
的费用是 1.5 元， 但煤气灯的使用费用约为油灯
的 3 倍。 到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全部 400 个
灯中，真正使用煤气的仅有约 200 个。

1882 年，上海第一盏电灯问世，让价格高昂
的煤气灯逐渐失去了城市照明的市场。

直到二十世纪初，上海街头最后一盏煤气灯
停止使用，城市照明全部被电灯取代。 煤气在逐
步退出城市照明的过程中，逐渐向发展家庭烹饪
和取暖转变。

但直到解放前，虽已经历了 80 多年的发展，
上海仍仅有 1.7 万户人家在用煤气烧饭， 家庭燃
气普及率只有 1.9%。

据介绍，煤气用具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
生活方式。 但在那时，煤气是有钱人家才能用的
奢侈品。 “1949 年前，要铺上煤气管道，装上一个
煤气灶，需要两根金条，一立方米的煤气价格在
当时可以换 5 斤大米。 ”

在温饱与安全都尚无法保障的解放前夕，使
用煤气更是普通老上海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彼
时，工商业蓬勃发展的上海已成为“远东第一大
都市”，刺鼻的煤烟味、煤球炉生火产生的浓烟显

得尤为格格不入，煤球也曾一度供不应求。
为告别煤球炉，让清洁、便捷的煤气走进寻

常百姓家，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激
励政策，如推出一年 3 块钱租金租灶头的租赁模
式，同时连续 6 次降低煤气价，直至 7 分钱/立方
米。 一直到 1987 年，改革开放促进了上海经济飞
跃发展，但煤气价格始终保持为 7 分钱/立方米。

曲折前行
历时百余年实现全面煤气化

“用得起”问题解决了，“用不上”的问题又来
了。 伴随上海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
提升，以及煤气价格下降，煤气在上海的市场初
步打开，到 1966 年，上海煤气普及率已达 15.2%。

但一直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上海全部煤
气供应来源只有杨树浦煤气厂和吴淞煤气厂，想
要实现煤气的全面普及，满足彼时上海近 500 万
人的用气需求还有很大缺口。

新建煤气厂，增加煤气供应量成了当时除解
决住房紧缺、交通堵塞以外的又一大难题。 上世
纪 90 年代初，上海仍留存 100 万只煤球炉，仍有
近一半的城市家庭用不上煤气。

1990 年，上海市决定，要以发行债券的形
式募集煤气建设资金。 随即上海又在“八五”煤
气规划中明确， 在 3—5 年内要新增煤气家庭
用户 110 万户。 该规划的提出，有力推动了上
海煤气的爆发式增长，由此，揭开了上海煤气
发展新篇章。

1991 年， 浦东煤气厂二期工程竣工投产，供
气能力为 100 万立方米/日， 是年新增管道煤气
用户 15 万户。 此后仅用 5 年时间，即到 1995 年，
上海累计发展家庭煤气用户 117 万户，煤气用户
普及率已超 80%，上海基本实现城市煤气化。

改革加力
16 年从煤气升级到天然气

上世纪 90 年代末， 人工煤气实现大发展的

同时，城市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就在此时，更加绿
色清洁、高效安全的天然气带着革命性的历史使
命向上海奔来。

1999 年，来自东海平湖的天然气正式向上
海供气，为浦东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注入绿色
能源。

2000 年， 杨树浦煤气厂在运行 64 年后停止
了运行， 同年上海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正式揭
牌，浦东地区成为上海第一个基本实现天然气化
的城区。

2003 年，国家重点工程“西气东输”天然气首
抵上海白鹤分输站，标志着上海天然气发展步入
快车道。

截至 2015 年，上海市仅用 16 年时间，累计
替代人工煤气用户 350 万户，天然气总用户超过
620 万，实现了上海城市发展的绿色转变。

2015 年 5 月 22 日， 在浦东煤气厂最后一次
送出人工煤气后，上海所有的煤气制气单位都停
止了工作。 上海宣告全面实现城市管道燃气天然
气化，使用了 150 年的人工煤气就此告别申城。

截至目前，上海市已形成了“6+1”、陆海与国
内国际互为支撑的天然气多渠道供应格局；天然
气管网布局不断完善。

2019 年， 上海市天然气经营规模达到 98.2
亿立方米，创历史新高；截至 2021 年，上海燃气
覆盖天然气用户数已达 639 万户。

根据上海市“十四五”规划，下一步，上海市
将进一步推进燃气行业改革，优化天然气管网运
营机制，完善与管网运营机制相适应的天然气产
供储销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 并进一步发挥上海
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作用，研究探索天然气期货产
品上市。

未来，为顺应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兑现“上
海提前 5 年实现碳达峰”的承诺，上海亦将进一
步提升天然气储能能力， 增加天然气所占比重。
预计到 2025 年， 上海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比重将
提高到约 17%。

从从第第一一盏盏煤煤气气路路灯灯到到城城市市全全面面天天然然气气化化——————

115500年年，，上上海海绘绘就就中中国国特特色色城城市市燃燃气气版版图图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金金梦梦

历历数数杭杭州州百百年年能能源源巨巨变变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金金梦梦

寻寻根根上上海海：：看看中中国国百百年年电电力力事事业业怎怎样样起起步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金金梦梦

11998866 年年，， 浦浦东东煤煤气气厂厂一一期期工工程程
部部分分投投产产,,日日产产煤煤气气 3300 万万立立方方米米

解解放放初初期期的的吴吴淞淞煤煤气气厂厂

十十九九世世纪纪八八十十年年代代，， 矗矗立立在在上上海海外外滩滩白白
渡渡桥桥旁旁的的一一盏盏电电弧弧灯灯

杭杭州州煤煤制制气气厂厂储储气气罐罐

1896 年，杭州拱宸桥畔的世经缫丝厂，利用首台直流发电设备
供工厂生产照明，这是电第一次走进杭城。

1973年，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 为接待所需，杭州市有
关部门在南京紧急购置液化气灶具，并从上海调来了液化石油气。蓝
色火焰第一次在西子湖畔袅娜燃起。

从 19 世纪 90 年代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百余年
间，电、瓶装液化气、人工煤气、天然气的引入与飞跃式发展，改变
着杭州人的生活用能方式， 驱动着杭州市实现从民生凋敝到蓬勃
发展的蜕变。

破破除除电电力力民民用用化化阻阻力力 从从板板儿儿巷巷发发电电厂厂说说起起

继世经缫丝厂首次用电 15 年后，1911 年， 浙江省大有利电灯
股份有限公司引进最先进的电厂设备， 建设投运了杭州第一家电
厂———板儿巷发电厂。 自此，拉开了杭州公用电业的序幕。

但直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浙江电力工业在乱世中举步维
艰， 彼时全省年发电量只有 5937 万千瓦时， 全省装机容量为 3.31
万千瓦，仅占全国的 1.8%。

想要实现电力大发展，就需竖立电杆、架输电线路，但在 20 世
纪初期，老百姓思想观念陈旧，立杆架线工程一度受阻，电力民用
化发展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时代阻力。

面对阻碍，大有利电灯公司管理层意识到，需通过科普宣传改
变老百姓对电的落后认知。 伴随着该公司一旁巷子里的所有电灯
亮起，在明亮的乌丝灯泡映照下，这条江南的青石板街一时间夜如
白昼。 那一刻，科技的力量战胜了因循守旧的老观念，刷新了那个
时代杭州人对于电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之后，1960 年，新中国首座自主设计、自制设备、自
主施工的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在杭州正式发电；同年，浙
江省首条 220 千伏输电线路 （新安江水电站—杭州变电所—上海
西郊变电所）投运。

截至 1965 年，杭州最高负荷跃升至 9.83 万千瓦，年供电量达
5.65 亿千瓦时，年人均用电量 135 千瓦时。

以以电电++煤煤气气为为支支撑撑 改改革革开开放放 1199 年年 GGDDPP 激激增增 1188 倍倍

正值电能在杭州全面普及之际，又一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
的能源———液化石油气走进了杭州。

1974 年， 杭州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批复同意成立杭州液
化煤气筹建组，从此打开了杭州发展液化石油气的新篇章。据杭州老
燃气人回忆，当时的杭州没有气源，只好开着吉普车去上海炼油厂拉
瓶装气，一次仅能装三四只钢瓶。 彼时，液化气瓶只能限量供应。

此后 10 余年,杭州政府采取多项有效措施，如实施干部包干制
度、试行收费制度，以及设立平价户+议价户制度等，市民态度从最
初试烧时的敬而远之很快发展到趋之若鹜， 从害怕瓶装液化气爆
炸转变为想出各种法子抢着扛回家。 1984 年，液化石油气用户已发
展到 49000 多户，对比之下 1974 年仅有试烧户 600 户。

1990 年，杭州煤制气厂建成；1991 年，人工煤气通过管道进家
入户。

在此期间，杭州公用电业也在电网电压等级、设备档次、科技
水平等方面实现了巨大飞跃。

1993 年 7 月 15 日，杭州电网最高供电负荷首次突破百万千瓦
大关；1995 年，杭州电网所辖五县（市）全部实现农村电气化。

伴随电与煤气的发展，杭州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用能方式
不断改善， 电与煤的革新成为改革开放后的杭州蓬勃发展的重要
支点。

相关数据显示， 从 1978 年， 杭州市 GDP 仅为 28.4 亿元。 到
1986 年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达到 105.4 亿元；1997 年突破千亿元
大关，达到 1036.3 亿元。 19 年间，激增了 18 倍之多。

天天然然气气与与绿绿电电助助力力 擦擦亮亮杭杭州州绿绿色色生生态态““金金名名片片””

绿色生态，如今已成为杭州的“金名片”。 近年来，杭州坚持生
态优先、环境立市、绿色发展，全市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全省前
列，人均生产“绿色能量”居全国第一。

安全、方便、绿色、经济的天然气成为杭州建设绿色生态城的
重要抓手之一。

相关材料显示，2003 年，杭州天然气利用工程首个气源站———
北门站正式开工；次年北门站建成并成功置换天然气。 自此，杭州
跃入天然气时代。

截至 2020 年底，全市已建成投运 9 座天然气高压门站、2 座大
型 LNG 应急气源站 2 座。 杭州市区、桐庐县、建德安仁镇均已实现
市域高压管输供应。

据杭州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杭州市将以天
然气体制机制改革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气源引进，争取至 2025 年，
形成陆上管输气、沿海 LNG、非常规气等多源多点供应保障体系，
主城五区居民管道燃气气化率达到 95%。

电力绿色化亦同步加力。 作为全国首个用电负荷突破 1000 万
千瓦（2011 年）的省会城市，目前，杭州正积极以 2022 年主办第 19
届亚运会为契机，探索绿色用电。

为实现“绿色亚运”，今年 4月，亚组委、浙江电力交易中心与国网
杭州供电公司签署了三方协议，全面启动 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绿电
交易。 这是亚运史上首次绿电交易，有望从 2021年测试赛起至亚运会
结束的用电全部纳入绿电交易。为有效保障绿电消纳，首套绿色泛亚运
区域“虚拟电厂”客户侧接入工程也已同步在杭州萧山启动实施。

据介绍，从今年 6 月到明年亚运会结束，来自宁夏和新疆的近
5.95 亿千瓦时风电与太阳能电力， 将通过灵绍特高压直流输变电
工程，供应杭州所有亚运会比赛场馆及设施，相当于减少约 7.31 万
吨标煤燃烧；减排二氧化碳 50.75 万吨，相当于 28 万棵树一年的二
氧化碳吸收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