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网能源研究院近日发布的 《国内外
电网发展分析报告 2021》（下称《报告》）显
示，我国输电网结构不断加强，资源配置持
续优化。在主干网架不断强化的同时，依托
分布式新能源发电或综合能源优化利用的
微电网以及分布式能源系统亦具备较大发

展潜力， 将成为新能源就地消纳利用的重
要方式。

业内人士预计，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的落地，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持续增长，
为支撑新能源发展，“十四五”期间电网投资
将会保持高位并向配网倾斜。

电网投资继续保持高位

《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电力投资突
破 1 万亿元， 达到 10189 亿元， 同比增长
22.8%。 可再生能源发电建设持续增长，大
幅拉动了电源投资，2020 年电源投资 5292
亿元， 同比增长 61.2%， 达到历史新高。
2020 年电网投资 4896 亿元， 继续保持高
位，随着未来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电网
投资建设需求仍将保持高位。

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副所长吴
鸿亮表示，近十年来，电力行业投资结构
出现了较大变化，从历史上看，电源投资
一直高于电网投资， 这个趋势在 2014 年
出现逆转，2014 年电网投资首次超过电源

投资。 “过去几年电网投资总体比较平稳，
近两年电源投资提升后，2020 年又再次超
越了电网投资。 ”

国网能源研究院的研究显示 ，2020
年电网企业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持
续加强配电网建设， 其投资仍然占整个
电网投资比重的大部分，输电网、配电网
以及其他投资的结构为 37.9:57.4:4.7。
随着新能源接入比例增加， 电网资源配
置能力需要加强。 随着以新能源为主体
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 分布式电源将
快速发展，预计“十四五”期间，电网投资
将高位运行。

记者采访获悉，目前，我国已形成
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西南、南
方七大区域电网格局。 其中，东北形成
了 500 千伏主网架结构， 华北形成了
“两横三纵一环网”交流特高压主网架，
西北形成了 750 千伏主网架，华东形成
1000 千伏特高压环网， 华中四省与西
南电网实现异步互联，川渝电网实现了
与藏中的 500 千伏联网，南网形成西电
东送主网架。

《报告》显示，我国输电线路长度增
长与电力需求增长保持一致，“源网荷”
发展较为均衡，总体协调。 电网建设向
高质量发展转变， 服务多元用户需求，
统筹发展与安全，强化普遍服务，提升
效率效益水平。 2020 年全国 35 千伏及
以上线路长度、 变电容量分别增长
2.5%和 9.66%， 售电量和最高用电负荷
增速分别为 4.18%和 12.35%。

“部分地区电网网架仍然薄弱，地

下、半地下变电站、电缆混敷等多种挑
战风险始终存在。 ”一位不愿具名业内
人士对记者表示，中国部分城市由于土
地资源紧张、拆迁难度大等原因，新建
输电通道及变电站选址困难，存在“单
供”“串供”等问题。 部分乡村电网处于
电网末端，以辐射型网络为主，“串藤结
瓜”现象严重。 “目前在西藏、新疆南疆
和四川等地，仍存在县域电网与主网联
系薄弱等问题。 ”

电网发展速度与用电负荷增速总体协调

电网调节互济价值将进一步显现

受访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清洁能
源装机强劲增长势头，给电网资源配置
带来供需平衡的压力正逐步加大。 “对
电网来说，为了配合新能源为主的新型
电力系统建设，提升整个电网的性能及
效率的投资规模需持续扩大。 ”吴鸿亮
认为。

在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王耀华
看来，近期跨区互联电网以发挥资源配

置作用为主，远期随着新能源渗透率逐
渐增强，互联电网的调节互济价值将愈
加显现。

全国互联电网规模将逐步扩大，多
种电网形态相融并存，资源优化配置能
力持续提升。全国互联电网跨省区输送
交换能力不断扩大。 2030 年、2060 年跨
区输电容量分别接近 3 亿、6 亿千瓦，
跨区输电量分别达到约 1.5 万亿、2.4

万亿千瓦时。
“依托分布式新能源发电或综合

能源优化利用的微电网以及分布式
能源系统具备较大发展潜力，将成为
新能源就地消纳利用的重要方式。 ”
王耀华表示，“未来电力系统将呈现
微电网、有源配电网、局部直流电网
等新形态电网与大电网协同发展的
格局。 ”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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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电力完成核证
自愿减排量碳交易

本报讯 12 月 13 日，国网
山西电力公司组织所属国网山
西综合能源公司完成了山西省
首笔大宗国家核证自愿减排
量 (简称 CCER)线上碳交易，
通过光伏、生物质等新能源项
目的碳减排量为吕梁孝义市兴
安化工有限公司抵消了 10 万
吨碳排放量， 交易金额达 413
万元。

CCER 为国家核证自愿减
排量，包括光伏、生物质发电、
瓦斯利用等项目的减排碳指
标。 此次交易填补了山西省碳
市场交易领域的空白， 进一步
促进了山西省碳市场活跃度，
形成了 CCER 指标与碳配额
指标联动交易的新局面。

为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早日实现，国网山西公司精
准对接业务需求。他们多次走
访调研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省
环境交易中心及发电企业，与
山西省能源环境交易中心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围绕省内碳
排放监测、CCER 项目开发等
业务，盘活全省碳资产，助力
能源企业获取减碳红利，服务
政府部门全面掌握企业碳排
放状况。

国网山西公司基于能源大
数据中心， 开发建设企业碳资
产服务平台。 该平台具有碳排
放数据录入、数据校核、统计分
析、 报告生成、 核算管理等功
能， 为山西省内发电企业提供
碳资产管理及碳交易辅助服
务。 依托企业碳资产服务平台，
国网山西公司与山西省内多家
企业建立碳交易合作意向，联
合太钢万邦试点部署碳排放在
线监测系统， 依托区块链技术
对监测数据上链， 并实时接入
至企业碳资产服务平台， 助力
企业精准掌握碳排放状况并制
定减排措施。

下一步， 国网山西公司将
充分发挥“能源+平台”优势，加
快煤、油、热等各领域能源数据
的汇聚融合， 持续优化企业碳
资产平台功能，积极探索“绿电
认证+碳交易”服务模式，为助
力山西能源革命与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赵亚男 冯楠）

甘肃白银：“电眼看黄河”平台赋能沿黄流域数字化生态保护
今年以来，国网白银供电公司持续

深化能源互联网建设，围绕生态环境领
域重点关注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两个关键，研发“电眼看黄河”
环保监测平台， 为开启政企合作新模
式、助力地方经济绿色发展、优化营商
环境、 打赢沿黄流域生态保卫战贡献
“电网智慧”。

打造“陇源”绿色生态圈

为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 国网白银供电公司基于电力大数
据优势， 利用电力大数据与环保大数
据多源信息高效融合，通过数据挖掘、
深度分析等新技术， 着力构建一个智
能高效的数字化黄河生态保护电力监
控平台 “电眼看黄河 ”，支撑甘肃环保
大数据平台 ，实现全景 、全干流 、全企
业共同参与的防污治污红线和底线预
控防控体系。

“电眼看黄河” 以电力资源开放为基
础，实施多异质能源协调规划，通过调动
能源企业、供能企业、用能企业等多方主
体参与的积极性，发挥专业优势、聚焦客
户需求、增强创新能力，优化渠道建设，根
据“连接开放，共生共赢”整体品牌建设思

路，按照“快速引流聚源、开展生态运营”
的模式逐步推进生态建设，打造“陇源”能
源生态， 积极承担起供电公司主体责任，
切实助力政府决策。

政企联动构建生态联防联治新格局

此前，国网白银供电公司与白银市生
态环保局签署《电力大数据应用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就加快推进生态环境大数据
和电力大数据的共享融合，积极打造电力
大数据助力生态环境治理综合示范项目
达成共识。

基于电力大数据在“电眼看黄河”平
台开发碳排放监测功能， 通过获取温室
气体高排放企业名单，对 40 家重点排污
企业、753 户散乱污企业、2848 户临时用
电企业、148 户规上企业、4 户分表计量
企业用电信息进行采集， 通过企业二氧
化碳当量与用电量进行关联分析， 对企
业状态、排污情况进行全景监测，实现数
字画像、历史行为分析、实时监测、动态
管理、预警预测、可视化展示、追溯分析、
区位规划等 8 大监测服务功能。

通过电力数据互通共享、 政企合作，
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政府与市场、保供与
节能、成本与价格，构建形成政府主导、政

策引导、市场调节、企业率先、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生态联防联治新格局，助力打赢沿
黄流域生态监测保卫战。

“‘电眼看黄河’通过对小、微企业的
环保电量异常监测，可以弥补‘甘肃省环
保大数据平台’ 的监测盲点， 实现对散、
乱、污企业的监测与分析，有助于执法部
门进行防污、防控预判及分析。 ”白银市环
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电力透视构建环保评估“监测网”

目前， 该项目已通过确定核心及一
般控制区用户分布范围，统计重点关注
企业数量占比和变化，以及居民用户生
产生活活动限制区内居民用户数量变
化情况，同步监测重点企业、居民用户
用电异常行为； 针对错峰生产及限、停
产企业，通过对排污量和用电量等数据
历史规律关联分析，识别企业生产和污
染高峰期，根据减排、减产、限产、停产、
错峰生产企业名单， 提供给环保部门，
助力环保部门反向倒推研判企业是否
落实执行相关管控措施，为环保执法提
供依据。

“电眼看黄河”数字化黄河生态保护
电力监控平台开发成果获得白银市政

府、大数据局、生态环境局的高度评价，
并获政策支持， 达成进一步深入合作的
意向。

数智赋能推动沿黄九省“一盘棋”

按照“全国一盘棋、黄河一个源”的思
路，同步兼顾黄河九省生态治理，打造全
国黄河治污“一盘棋”。 围绕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建设及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实际需求，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 移动互联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
建 “电眼”看生态保护“红线”、“电眼”看
环境质量“底线”、“电眼”看资源利用“上
线”3 个服务体系。 实现从“人在看”到“电
在算”，从“现场查”到“线上控”，从“事后
管控”到“闭环管理”，从“数据孤岛”到“联
防联控”，从“周期长效益低”到“省投资提
质效”五大转变，助力于打造陇原“黄河生
态绿色长廊”。

“电眼看黄河”平台在甘肃试点成功
后， 有望将相关成果向沿黄 9 省推广应
用， 加快电力大数据服务生态环境保护
的全面布局，加强成果共享，推动数据融
通，为 “十四五”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贡献“电网智慧”与“央企
担当”。 （张红平 谈芸秀）

为保障陕西电网安全
运行，确保广大群众温暖过
冬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9
日，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开
展了 750 千伏信洛 II 线停
电检修工作， 共消除缺陷
94 条， 完成 169 基复合绝
缘子改造工作。 图为 12 月
9 日，高空作业人员在信洛
II 线 #001 塔上进行拆除
接地线作业，标志着此次检
修工作顺利完成。

祝暄懿/摄

775500千千伏伏信信洛洛 IIII线线检检修修工工作作顺顺利利完完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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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22001144 年年电电网网投投资资首首次次超超过过电电源源投投资资。。 过过去去几几年年，， 电电网网投投资资总总体体比比较较平平
稳稳，，近近两两年年电电源源投投资资提提升升后后，，22002200 年年又又再再次次超超越越了了电电网网投投资资。。

去去年年电电网网投投资资 44889966 亿亿元元，，继继续续保保持持高高位位，，业业界界预预计计——————

““十十四四五五””电电网网投投资资将将向向配配网网倾倾斜斜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苏苏南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