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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年前，全国发电装机容量为 5712
万千瓦，人均装机容量和人均发电量分别
不足 0.06 千瓦和 270 千瓦时，发电装机和
发电量缺口分别达 1000 万千瓦和 400 亿
千瓦时。

45年后的今天，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
达 28.1 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其中，截
至2022年底，人均装机容量和人均发电量
分别达到 1.8 千瓦和 6000 千瓦时，较改革
开放之初分别增长30倍和22.2倍。

45年前，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20万千瓦
火电机组，30万千瓦的火电机组尚需进口。

45年后的今天，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
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世界第一水电装机
大国、世界第一风电装机大国、世界第一
光伏发电装机大国、世界第一在建核电装
机大国，煤电单机容量100万千瓦机组遍

地开花、水电单机容量100万千瓦机组世
界独有、核电单机容量175万千瓦机组全
球最大……

45年前，大量人口仍然“用不上电”，在
很多地方，“拉闸限电”也是家常便饭。

45年后的今天，我国已经全面解决无
电人口用电问题，全国用户平均供电可靠
率99.896%，名列世界前茅，其中特高压输
电技术更是全球遥遥领先。

……
改革开放45年，一个电力强国已巍然

屹立。

从追赶到领跑，
“火水核”共筑电力强国之基

现代经济社会要发展，首先要实现

“有电可用”。
改革开放之初，百业待兴，缺电一

度 成 为 我 国 经 济 工 业 发 展 的 制 约 瓶
颈。业内专家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
遵循“经济发展，电力先行”的客观规
律，当时我国对电力行业发展提出了明
确 指 导 方 针 ——“电力要适度超前发
展”，这也成为电力行业 45 年来一以贯
之的基本方针。在此方针指引下，我国
发电能力快速增长，供电可靠性水平大
幅提升，其间以“火水核”为代表的传统
能源功不可没。

火电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的机组只能依靠进口，且国产
的10万千瓦、12.5万千瓦、20万千瓦火电
设备事故频发，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改革
开放让我国火电技术走出了一条从学习

引进到自主创新再到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之路。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研究人员向《中国
能源报》记者讲述，经过多年引进消化再
吸收，如今我国超临界、超超临界火电机
组、大容量热电联产机组等大型清洁高效
发电装备技术已广泛应用，发电技术不断
取得新的突破，大容量、高参数机组装机
比重明显提高。“截至2022年底，全国在运
煤电机组 5353 台，装机容量约 11.24 亿千
瓦，约占全国发电装机的43.8%。其中，超
超临界机组3.22亿千瓦、占比28.2%，超临
界机组2.84亿千瓦、占比24.9%。”

煤电在电力系统中稳稳发挥“压舱
石”作用，水电也在电力保供中扮演重要
角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不断加
大水电建设力度，推动水电建设逐渐走向
高潮。三峡水电站、黄河小浪底水利枢
纽、白鹤滩水电站、广州梅州抽水蓄能电
站……45年来，我国建设了一大批举世闻
名的水利水电工程，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国内国际领先的设计和建造技术，成就
了世界第一水电大国的地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曾在接受《中
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三峡机组招
标时，国际上70万千瓦机组已商品化，而
国内却没有制造过70万千瓦机组，所以三
峡左岸14台机组全部采用进口。“如今，哈
电和东电不仅能自主设计、建造各种不同
型号水轮机，而且实现了产品出口。”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原副秘书长
张博庭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说：“在水力
发电机组制造方面，目前，不仅世界上绝
大部分单机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都
安装在我国，单机容量达到 80 万千瓦和
100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也只有我国
才有。”

11月3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
简称《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阿
联酋迪拜开幕，本届大会以“团结、行动、落实”为主
题，将首次就《巴黎协定》完成情况进行全球盘点，
全球各界都期待在气候损失和损害基金等关键议
题上取得积极进展。

就在大会开幕前几个小时，世界气象组织
发布报告指出，2023 年打破了多项气候纪录，
极端天气频发，给地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联
合国指出，今年是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
一年，“这么多项气候纪录都被打破了，这是一
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人类正在用生命和生计为
此付出代价”。

联合国气候变化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在开
幕致词中指出，COP28 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
次缔约方会议，是修正航向并加速解决气候危机
的关键机会。“应对气候变化，我们迈出的步伐太
慢、太小，无法制定出最佳对策来应对我们所面临
的复杂气候影响，导致在应对可怕的全球气候危
机方面进展缓慢。我们亟需立刻采取大胆行动，
跑起来吧！”

西蒙·斯蒂尔同时呼吁各国重新提交雄心勃
勃的国家自主贡献，即国家气候行动计划，其中有
关 2025 年气候融资、适应和减缓的每一项承诺都
必须符合将气温升幅限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的全
球目标。

《巴 黎 协 定》于 2015 年 缔 结 ，为 期 两 周 的
COP28 将对其进行首次盘点，即为实现将全球气
温升幅限制在1.5 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的进展，评
估协定实施进展以及实现协定目标的整体差距，
为各方提供加速转型创新与强化合作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当天，与会各方就启动
损失与损害基金达成一致，这无疑为接下来的气候
谈判带来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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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
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
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场新的
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成为当
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性、战略性、全局性产业，能源
安全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
为过。45 年来，中国能源行业
各细分领域紧抓改革开放机遇，
在基础理论研究、核心技术攻
关、关键设备制造、重大项目示
范、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积极布
局、锐意进取，取得一系列举世
瞩目的新突破、新成就，在强力
支撑中国经济社会实现飞跃式
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巨大成就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今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
45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
点，《中国能源报》开设“改革开
放 45 周年特别报道”栏目，梳
理、总结、挖掘、展示改革开放
45年以来我国能源领域取得的
重大成就，为构建新型能源体
系、实现“双碳”目标、推动高质
量发展鼓劲打气。本期聚焦电
力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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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成就电力强国
■本报记者 杨晓冉 苏南 林水静

这里坐落着 2023 亚运村电力保障核心
变电站，这里有全国首个零碳认证变电站，
这里全年用电量位列省内县区第一，这里就
是“中国工业大区”浙江杭州萧山。

萧山，曾是浙江省经济发展名县，成为
杭州市萧山区后，2002年更是实现了浙江第
一个“工业冲千亿”的区。如今，作为工业强
区、民营经济大区，萧山正计划打造先进制
造业集群体系，在用电陡增的同时，“碳”路
创新正在加速实践。“碳中和 220 千伏变电
站”“双碳大脑”的构建等，都是萧山区践行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
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
节”的具体案例。

用电质量提档升级

如今的萧山区，正处于“后亚运”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阶段。前不久，萧山区公布了
“2+3+X”先进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方案，即
加快打造以纤维新材料和智能汽车两大优
势产业为主导，以智能物联、生命健康和高
端装备等新兴产业为特色，以绿色能源、绿
色建筑、未来网络、元宇宙等未来产业为补
充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体系。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在碳达峰碳中和
背景下，随着萧山区向新兴产业转型发展、
优化生产力战略布局，未来萧山电力需求将
更为强劲。预计到2024年，萧山区全社会用
电量将达233亿千瓦时。

记者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10
月，萧山区累计工业用电量达112.13亿千瓦
时，占全社会用电量 59.66%，同期全区发电
量为10.25亿千瓦时，主要依靠外来电供应。

为了让供电保障能力提档升级，国网萧
山区供电公司主动对接企业用电需求，超前

做好电网规划，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助
力企业、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萧山区政府在今年2月印发了《杭州市
萧 山 区 电 力 保 供 三 年 行 动 方 案（2022—
2024）》，方案提出加快补强各级电网设施，
提高电网承载和调节能力，确保区电网建
设三年攻坚目标项目全部应上必上、按时
投运。为提速提质电力服务，萧山区推进
政企协同“一件事联办”，推行电力接入工
程承诺免审或限时联审，进一步压缩企业
的业扩报装时限。如今，萧山区已全面贯
通公共信息数据共享渠道，实现客户身份
认证“刷脸办”、证照“免提交”、办理“零要
件”，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具备条件的情况
下实现供电窗口进驻率100%。

萧山探索从“亚运遗产”到“未来资产”的电力发展新路
■本报记者 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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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国家级海上风电研究与试验检测基地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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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1 日，我国首个国家级海
上风电研究与试验检测基地（以下简称“海
上风电试验基地”）在福建开工建设。这是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实施科技强企战略，推进从中国制造到

中国创造再到中国引领跨越式发展的重要
举措，也是通过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推动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和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

海上风电试验基地是国家“十四五”规
划重大项目，项目由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

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投资建设，计划于2024
年整体建成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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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 中国电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