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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四四五五””特特高高压压将将呈呈集集中中开开工工态态势势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苏苏南南

近日， 白鹤滩—浙江±800 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 这是
自 2018 年特高压重启以来获批的第 10 条
线路。

按照 2018 年家能源局印发的《关于加
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

的通知》， 当时计划 2019 年底前核准 12 条
特高压线路。

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重启后特高压核
准速度低于预期， 但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十四五”期间将
迎来特高压开工建设潮。

在业内人士看来， 我国资源禀赋与
负荷呈现逆向分布，特高压作为链接平
台，有效解决了两者的困局，实现能源
跨区域大范围的调配。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特高压
跨区跨省输送电量呈现增长态势，去年
国 网 特 高 压 跨 区 跨 省 输 送 电 量 达
20764.13 亿千瓦时， 预计今年国网特高
压跨区跨省输送电量达 24415.41 亿千
瓦时。 到 2025 年，国网经营区跨省跨区
输电能力达到 3.0 亿千瓦， 输送清洁能
源占比达到 50%。

今年夏季， 浙江全社会最高用电
负荷首次突破 1 亿千瓦， 而宁夏灵州
至浙江绍兴、 四川溪洛渡至浙江金华
特高压直流工程均满功率输送， 尤其
是迎峰度夏期间， 全国送受端供需平
衡均呈现紧张态势， 浙江省亟需提升
清洁能源入浙能力。在业内人士看来，
白鹤滩—浙江±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获批恰逢其时， 其投运后将
有效增加跨省支援能力。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 除了实现能源
跨省大范围调配外， 特高压产业的带动

作用异常突出。
赛迪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特高压

产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相关配套环节所
带动的总投资规模超 3000 亿元，其中特
高压产业投资规模近 1000 亿元，带动社
会投资超 2000 亿元。到 2022 年，中国特
高压产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相关配套环
节所带动的总投资规模将达到 4140 亿
元；到 2025 年，特高压产业与其带动产
业整体投资规模将达 5870 亿元。得益于
“十四五”特高压建设预期，近期资本市
场氛围格外热烈，特高压板块高歌猛进。

多个项目等待核准

优化区域能源供需

特高压建设思路生变

记者梳理近五年特高压开工情况发
现，2017 年和 2020 年，我国特高压开工为
零， 即使在国家重启特高压项目的 2018
年，也只开工 6 条特高压线路。 目前，驻马
店-武汉特高压交流工程、南昌-武汉特高
压交流工程仍处于尚未核准阶段。

继去年蒙西-晋中 1000 千伏、张北-雄
安 1000 千伏特高压投运后， 今年青海-河
南±800 千伏、陕北-武汉±800 千伏、雅中-
江西±800 千伏三条特高压项目投运。 在业
内人士看来， 特高压因输送容量大、 距离
远、效率高等技术优势，可大幅提升电网输
送能力，促进西北、西南区域新能源消纳，
降低弃水弃风弃光率， 未来特高压建设将
进入高景气时期。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证实，
未来五年国网将加快经营区域内特高压工
程建设，“十四五” 期间规划了大批特高压
工程，预计我国“十四五”期间特高压工程
开工数量或达 13 条。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根据国家电网公
司的规划，“十四五”期间特高压交直流工程总
投资 3002亿元，新增特高压交流线路 1.26万
公里、变电容量 1.74亿千伏安，新增直流线路
1.72万公里、换流容量 1.63亿千瓦，特高压电
网将迎来新一轮的建设高峰期。“目前，等待核
准的特高压项目有±800千伏金上-湖北直流、
陇东-山东直流、 哈密北-重庆直流和±1000
千伏川渝特高压交流。 ”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建的特高压工程均
在紧锣密鼓地建设， 计划 2021 年底建成投
运的±1000 千伏南昌-长沙特高压交流工
程如期推进。“在江西南昌 1000 千伏新建变
电站工程现场，近 900 名电网建设者紧抓今
秋晴好天气正如火如荼进行施工。目前已经
完成其过半设备安装施工任务，计划本月底
完成 1000 千伏 GIS 全部安装工作。”江西省
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现场项目经理魏春华
表示。

在业内人士看来， 如今特高压建设
已由传统电力系统发输配用同时完成
的概念和运行模式，逐步向源网荷储协
调互动的非完全实时平衡转变。 为有效
支撑各种新能源开发利用和高比例并
网，实现各类能源设施便捷接入，需加
快特高压电网建设步伐，尽快建成以特
高压为骨干网架的坚强智能电网。

“特高压发展思路与以往相比已经
发生变化， 其符合我国当前产业转换与
升级。 ”上述知情人士直言。

记者采访获悉，为高质量建设“十四
五”特高压项目，国网特高压交流公司和
国网特高压直流公司已合并为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特高压建设分公司。

一位不愿具名业内人士对记者

表示，“十四五”期间如何保障东中部
电力可靠供应是摆在眼前的一道必
答题。 “十四五”电力增长比以前趋缓
一些，但是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情
况下，电力平衡的压力要加大。 所以，
加快推进华中跨省 1000 千伏网架建
设，满足跨省电力交换需要是势在必
行的方案之一。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 9 月 9 日，
2021 能源电力转型国际论坛在京举行。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 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理事长辛保安在论坛演讲中表示，
电力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随着碳达峰、
碳中和进程加快和能源转型深化， 电力系
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压力。 构建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为中国电力系
统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也为全球电力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辛保安表示， 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
型，亟待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新型电
力系统是以新能源为供给主体，以坚强智
能电网为枢纽平台，以源网荷储互动和多
能互补为支撑，具有清洁低碳、安全可控、
灵活高效、智能友好、开放互动基本特征
的电力系统。从数字化与多能转换的视角
来看，它是一个智慧能源系统，具有能源

互联网的技术特征。 与传统电力系统相
比，新型电力系统具有更加强大的功能特
征，可以有效破解新能源发电大规模并网
和消纳难题，有效实现新型用电设施灵活
接入、即插即用，有力支撑源网荷储各环
节高效协调互动，有力促进电力与其他能
源系统的互补互济。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
推动能源清洁转型的关键之举，也是一项
极具挑战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在建设
过程中，要坚持安全为本、创新驱动、政策
引导，加强合作共为。

据透露， 未来五年， 国网计划投入
3500 亿美元，推进电网转型升级；其中研
发投入 90 亿美元，用于突破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的关键核心技术。

在创新电网发展方式方面， 国网将
持续完善特高压和超高压骨干网架，提
升电网对新能源大规模开发、 大范围消

纳的支撑能力，目前，累计建成 27 项世
界上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工程， 最远输
送距离达到 3300 公里，2030 年， 跨省跨
区输电能力将提升到 3.5 亿千瓦； 国网
利用数字技术为电网赋能， 着力提高配
网智能化、数字化水平，建成了全球最大
的“新能源云”平台，目前累计接入新能
源场站 200 万个、装机容量 4.8 亿千瓦，
开发的“网上国网”应用，注册用户数突
破 1.8 亿，能够实现广大客户线上办电、
线上交费。

在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方面， 国网
将立足电网实际， 通过加快抽水蓄能电站
建设、支持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引导电力
用户参与削峰填谷和应急响应、 积极配合
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等，多措并举、协同发
力。目前，国网经营区在运抽蓄电站 28 座、
装机 2341 万千瓦，在建 35 座、装机 4853

万千瓦，力争 2030 年运行装机达到 1 亿千
瓦。 同时， 协同推进储能建设和需求侧响
应，通过应用市场化机制，引导用户合理错
峰避峰，参与系统调节，力争使 2030 年可
调节负荷容量从目前的 3320 万千瓦提升
到 7000 万千瓦。

在终端消费领域实施电能替代方面，
国网将聚焦工业、交通、建筑和居民生活等
重点领域，发挥碳市场、绿电交易等作用，
大力实施电能替代战略， 提高电能占终端
能源消费比重。 目前，国网累计完成 1063
万户居民“煤改电”配套电网建设任务，每
年可减少煤炭直接燃烧 3700 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 6600 万吨；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智慧
车联网平台， 累计接入充电桩超过 130 万
个；在国内机场廊桥、港口码头积极发展岸
电系统， 实现了长江沿线主要港口岸电全
覆盖。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辛保安在 2021能源电力转型国际论坛上透露———

未来 5年，国网拟投入 3500亿美元推进电网转型升级

核心阅读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的规划，“十四五”期间特高压交直流工程总投资 3002 亿元，新增特高压交流线路 1.26 万公里、变电容量 1.74 亿千伏安，新增直流

线路 1.72 万公里、换流容量 1.63 亿千瓦，特高压电网将迎来新一轮的建设高峰期。

陕陕西西电电网网完完成成
首首例例直直升升机机带带电电作作业业

9 月 8 日-9 日， 在陕西省榆林市，国
网陕西检修公司协同国网通航公司先后
采用直升机吊索法和吊篮法圆满完成陕
西电网首例直升机带电作业，保障了±800
千伏昭沂线路安全稳定运行，为西电东送
通道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

于樊雪/摄

宁夏电力交易中心
助力“绿电”交易首单

本报讯 9 月 7 日，全国绿色电力
交易试点成功启动，全国十余个省市、
上百家用电企业提出购买绿电交易意
愿。 宁夏多家新能源发电企业与上海
科思创、巴斯夫、施耐德等行业龙头企
业达成 2022-2026 年 5 年销售总量
为 15.3 亿千瓦时光伏电量的重磅订
单， 成功实现全国绿电交易开市后的
首笔绿电交易。

宁夏电力交易中心按照国家发改
委《绿电交易试点工作方案》、国家电
网公司部署及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绿
色电力试点交易实施细则》工作要求，
广泛宣讲政策， 征集绿色电力交易市
场需求，精准对接市场主体交易需求，
多次召开市场信息披露会， 向市场主
体开展了绿色电力交易政策宣贯，及
时开通注册入市快车道， 多轮次开展
e-交易平台测试， 不断优化交易方
式，切实践行“一网通办、三全三免”的
交易服务， 为本次试点交易圆满达成
奠定了坚实基础。

“绿电交易对于企业用户来说，可
以通过购买绿电满足绿色电力消费需
求，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企业品
牌形象。对于新能源企业来说，绿电交
易将绿色电力环境价值精准传导至新
能源企业，引导新能源投资，激励其加
大投入，提升技术水平。 ”宁夏电力交
易中心董事长、党总支书记米宁说。

据了解， 本次绿电市场化交易的
成功实践， 搭建起了发电企业和用电
客户之间绿电消费需求变现的桥梁，
为推动新能源消纳从政策补贴的 “计
划模式”转向竞价交易的“市场模式”
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通过新的市场机
制， 以市场化手段发现绿电的环境价
值， 既有利于新能源发电企业的快速
发展， 也为用电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
供了一条新途径， 给交易各方带来明
显的经济效益、管理效益、品牌增益，
也能拓展用户侧综合低碳能源服务商
业模式， 还能促进新能源发展和企业
绿色低碳转型，促进节能减排。

下一步， 宁夏电力交易中心将持
续跟进国内外向型企业个性化需求，
借助“西电东送”直流外送通道，积极
支撑区内新能源产业链可持续发展。
不断加强区内有绿色电力用能需求
的电力用户市场调研，尽早促成宁夏
省内绿色电力交易， 不断完善高比
例新能源多直流通道下的市场机制
建设， 积极服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 打造宁夏新能源高质量就地
消纳的样板和新能源大范围优化配
置的样板。 （周序鹏 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