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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新中国成立75
年来，电力工业如同一条巨龙，腾飞于华
夏大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强大动力。从最初的小水电、小火电起
步，到如今的“水火核风光网”多元发供电
体系，世界第一电力大国因电能而蓬勃发
展，人民生活因电能而温暖璀璨。

75 年，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全球规
模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和清洁发电体系
已经建成——清洁煤电星罗棋布，充分发
挥能源安全兜底保障作用；江河之上，大
坝横亘，水电工程不仅驯服了洪水猛兽，
更生产着清洁电力；核电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一座座核电站矗立海滨，点亮蜿蜒
壮美的大陆海岸线；智能电网建设让电
线、电缆、变电站不再是冰冷的铁塔和线
路，而是拥有智慧大脑、确保电力安全高效
输送的“高速路”；在电力体制改革大潮中，
市场活力得到充分激发，资源得到更优化
配置，全社会享受到更优质的电力服务。

75年，电力工业在发展规模和质量方
面取得巨大成就，发展成果惠及亿万人
民。从城市的高楼大厦，到乡村的田野人
家，电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点亮了希望
之光。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
上，电力工业正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构建完善多元的电力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电力装机容量
持续增长，目前已居世界首位，形成了以
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发电为主的多元
电力供应体系。

从最初的电力短缺到现在的供需平
衡，我国电力行业经历了跨越式发展，为国
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千瓦时，增长
至2023年的9.5万亿千瓦时，年均增长11%；

“水核风光”等清洁电力发电量从
1978 年的 446 亿千瓦时增至 2023 年的 3.2
万亿千瓦时，年均增长 10.0%，占全部发电
量比重由17.4%提高至33.7%；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29.2 亿千瓦，其中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15.19 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比重
达到 52%，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
近四成；

“水风光”发电装机连续多年稳居世
界首位，水电由 1949 年的 16 万千瓦增至
2023 年的 4.2 亿千瓦，年均增长 11.2%，核
电在建装机居世界第一。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场
研究所所长陈皓勇接受《中国能源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电力工业，而且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居
全世界第一，这反映了中国在推动能源结
构转型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积极
努力和显著成效。

作为过去几十年我国电力供应的“主
力军”，火电在传统工业化时期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角色。据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互

联网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永利介绍，上世纪
7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建成包括浙江北仑
电厂、内蒙古大唐托克托电厂等在内的一
系列高效大型火电厂，助力我国形成全球
最大规模的火电体系。同时，超超临界燃
煤发电技术的应用使火电机组的效率和
环保性能大幅提高。“随着‘双碳’目标提
出，传统火电将逐渐从发电主力转型为电
力系统中的调节电源。”

75 年来，我国水电经历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水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呈现跨越式发
展。从新安江水电建设开始，到首次在水
电建筑业内引入竞争机制建设鲁布革水
电站，再到二滩、向家坝、小湾、锦屏、溪洛
渡、三峡、白鹤滩、两河口双江口等巨型水
电站，中国不断创造水电领域领先的设计
和建造技术。其中，白鹤滩水电站整个机
电工程在设计、制造、安装等领域全部实
现国产化，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水电建设史
上的“新标杆”。如今，中国水电已实现从

“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水电
技术水平已步入“无人区”，占据全球 50%
以上大中型水利水电建设市场。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步以来，我国已成
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
国家之一，核电规模化发展举世瞩目。目
前，我国大陆地区在运在建核电机组合计
102 台，总装机容量超 1 亿千瓦，位居世
界第一；自主三代核电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先进核能技术研发及示范取得重
大成果，已形成自主化三代压水堆“华龙
一号”“国和一号”品牌，以及具有四代特
征的高温气冷堆、快堆、小型模块化反应
堆等先进核电技术。

伴随电力工业发展，我国终端用能电
气化率大幅提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1 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和发
电量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电力大
国，人均用电量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近年来，随着工业、建筑、交通、农业等领
域积极推进电能替代，我国终端电气化
水平显著提高，2023 年终端用能电气化
率约为 28%，位居国际前列。“十四五”末，
我国电能有望超过煤炭，成为终端第一能
源消费品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力行业不
断强化改革，积极调整各利益相关方关
系，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更加协调更加
合理。从 1978—1996 年的集资办电，到
1997—2001 年 的 政 企 分 离 、2002—2014
年的试点与拆分改革，再到 2015 年启动
新一轮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发挥日益重要作用。截至 2023 年
底，各电力交易中心共注册市场主体 74
万家，29 个省级电网启动了电力现货市
场试运行，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从 2016
年的 1.1 万亿千瓦时增至 2023 年 5.7 万亿
千瓦时，市场化率从 19% 增长到 61%。”博

众智合能源转型中
国电力项目主任尹

明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
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国电力工业将

继续深化改革，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实
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
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陈皓勇表示，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
合作，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能源合作关
系，打造出核电、特高压输电、水电、新能
源等一批重大出口成果。目前，我国与
90 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了双
多边合作机制，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的能源项目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超过
40%，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
源项目合作。

■■电力输送驶上“高速路”

电力工业的巨大成就，离不开电力输
送的“高速路”——电网。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电网建设相对滞
后，全国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仅
2.3 万千米，变电容量约为 2528 万千伏，
330 千伏已是当时电网的最高电压等级。
从变压器、高压开关、避雷器、充油电缆到
绝缘器材、电缆接头，很多与输变电有关
的设备制造技术都需引进。

如今，我国电网已经实现由弱到强的
巨变，特高压从无到有，建成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全国互联互通的电网；最高电压等
级从 220 千伏、500 千伏逐步升级到±800
千伏、±1000 千伏，电压层级分布日趋完
善；用电体验从“用上电”升级为“用好
电 ”，部 分 地 区 供 电 可 靠 率 甚 至 达 到
99.999%；西电东送、南北互供、全国联网，
电网优化配置资源的格局已然形成。仅
在国家电网经营区，每年 4800 多亿千瓦
时电量通过特高压自西向东输送，源源不
断为东南部经济中心注入动能。其中，位
于四川溪洛渡左岸的浙江金华±800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为浙江当年夏季增
加近 900 万千瓦电力，成为浙江一举扭转
缺电困局的关键。

国网浙江经研院电网规划中心主任
孙飞飞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浙江
电网的发展是我国电力工业快速发展的
一个缩影。75 年来，浙江 GDP 按可比价
增长了 785 倍，同期全社会用电量增长了
10495 倍，电网由 48 个孤立的城镇电网、
最高电压 13.2 千伏，发展到现在以“两交
三直”特高压为核心，以“东西互供、南北
贯通、联系紧密、结构清晰”的 500 千伏
双环网为骨干的坚强主网架，支撑浙江
实现从一穷二白到经济大省、再到经济
强省的转变。

如今，中国电网不仅实现了从落后到
现代化的跨越，还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技
术最先进的电网之一，并且还在持续发展
和优化，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互联互通
大电网，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
的过程。1981年，通过全套购买国外设备
和技术，我国建成首条 500 千伏交流输电
线路。1984 年，我国建成第一条自行设
计、建造的元锦辽海 500 千伏交流输电线
路，该线路所使用的设备几乎都是借助引

进技术第一批自行生产的装备。
华北地区变电站的突破，是我国电网

技术、装备进步的起点。
1985 年 12 月 6 日，北京第一条 500 千

伏线路——大房线第二回输电线路、第一
座 500 千伏变电站——房山变电站投运，
标志着华北地区电网进入 500 千伏时代。
2016年，北京首条特高压外受电通道1000
千伏锡盟—山东特高压工程的500千伏北
京东—顺义配套工程正式投运，标志着
北京首次用上特高压送来的电。目前，
北京还在不断加快高可靠智能配电网建
设，在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建成世界
一流高端智能配电网示范区，创新应用
10 余项国际顶尖电网技术，供电可靠率
达 99.9999%，超过巴黎等城市。

在华东，电网建设屡攀高峰。
2010 年 7 月，舟山—大陆 220 千伏跨

海联网工程投运，多年孤立的舟山电网并
入浙江大电网，舟山用电状况得到改善，
经济随之迎来跨越式腾飞。不过，该工程
保持的舟山全球第一输电高塔（370米）纪
录，不到 10 年就被刷新。2019 年 1 月，舟
山 500 千伏联网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为
全世界在输电特高塔（380 米）组立、海洋
输电技术发展、全球能源互联技术发展等
领域积累了宝贵经验。尤其是，工程建设
中的世界首条国产500千伏交联聚乙烯海
底电缆，从研发、试验、检测、制造均实现
全程国产化，舟山群岛 2085 个岛屿，由长
度接近 1500 千米海底输电电缆串联，电
力供应保持可靠稳定。

“伴随电力工业发展，中国电网不断
发展壮大，改革开放以来加速推进了省
内、区域内和跨区联网的建设发展，以大
范围资源优化配置、分层分区平衡，有力
保障了电力安全供应，以可靠电网点亮人
民美好生活。”一位能源行业资深专家告
诉《中国能源报》记者，“1996 年正式开
工、2007 年全部建完的三峡输变电工程，
奠定了全国电网互联的基本格局，确立
了中国电网在世界输变电工程建设中的
领先地位。1994 年首次提出电力扶贫共
富工程计划，2015年全面解决无电人口用
电问题，中国电网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切实满足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美好
生活的用电需求。”

近年来，为建设覆盖西藏全区的“光
明网”“幸福网”，10 万余名来自五湖四海
的电网建设者，先后建成青藏联网、川藏
联网、藏中联网、阿里联网四条“电力天
路”和一系列农网、城网工程，使西藏迈入
统一电网时代。

谈起电力带来的改变，西藏自治区日
喀则市昂仁县多白乡村党支部书记普琼感
慨地说：“现在，我们的村容村貌整洁舒适了，
村民们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感谢电力公
司帮助我们更好开展乡村振兴建设。”

一个个工程、一次次攻坚，在
电网发展进程中，镌刻下一个个

举世瞩目的印记。其
中最引以为傲的，就是
在坚强稳定的全国大
电网支撑下，我国迄今

从未发生过大面
积 停 电 事
故，电网安
全 运 行 水

平、供电可靠性均位居世界前列。

■■电力行业向绿色低碳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电力从几乎
零基础起步，一步一步建立起如今全球规
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电力配置能力最
强、安全运行水平最高、服务广度最广深
度最深的现代化电力系统。”尹明表示，在
国家整体安全体系中，我国电力系统具有
完全自主可控的安全优势，是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的最大底气。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
意识的增强，电力工业正加速向绿色低碳
转型。建设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
效、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是目前电力
行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清洁低碳意味着电力系统需要以
清洁能源为主导，推动电力供给多元化、
低碳化，能源消费高效化、电气化。”王永
利表示，安全充裕则强调电网结构的可靠
性和资源配置的优化，确保系统承载力
强、调节性资源充足。经济高效方面，重
点在于科学供给和合理分配转型成本，提
升系统整体运行效率。“供需协同要求源
网荷储的高效互动，推动多能源系统互
联，实现动态平衡。灵活智能的电力系统
则需要新型数字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和控
制技术的深度融合，确保能量流与信息流
的双向协同，实现高度数字化和智能化。”

在业内人士看来，智能电网是电力行
业未来发展的关键。通过应用先进的信
息通信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实现电网的智能化，提高电力系统的
运行效率、可靠性和互动性。未来能源互
联网的概念将进一步发展，实现电力、热
力、气体等多种能源形式的互联互通，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能源系统的优化。
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与之配套的充电基
础设施将得到快速发展，电力行业将与交
通行业更加紧密地结合。

“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中和目
标，中国需要继续推动绿色能源技术的创
新，特别是在高效能源存储、分布式能源
系统和能源互联网等领域。”陈皓勇表
示，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需要确保
绿色能源的发展与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
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多位受访业内人士认为，分布式能源
和微电网的发展将使电力系统更加分散
和灵活，有助于提高电网的抗风险能力和
供电可靠性。随着电网结构的复杂化，保
障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将成为电力
行业的重要任务，包括防范网络攻击、提
高应急响应能力等。

展望未来，我国电力工业将朝着绿
色、智能、高效的方向高质量发展，以满
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
要求，强劲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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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图为世界水电建设“新标杆”——白鹤

滩水电站。

②②图为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示

范工程——福清核电 5、6号机组。

③③图为阿里联网工程日土羊景观塔输电

线路。

④④图为图为我国首座装备国产百万千瓦级超超

临界燃煤机组电厂——浙江华能玉环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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