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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布 

——绘就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现代电力工业体系蓝图 
设定三大约束性指标，布局负荷侧、电源侧、电网侧协同增效 

(信息来源:中国电力报) 

摘要：“预期 2020 年，全社会用电量 6.8 万亿～7.2 万亿千瓦时，年均增长 3.6～4.8%；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20 亿千瓦，年均增长 5.5%；西电东送 2.7 亿千瓦，年均增长 14.04%；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 27%。” 

关键词：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绿色清洁；安全灵活；深化电改 

2016 年 11 月 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正式发布《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国

家能源局总工程师韩水在发布会上公布了“十三

五”电力发展的总量目标，并介绍了“十三五”

电力发展的指导思想、原则、目标及重点任务。

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法改司司长梁昌新主持

发布会，电力司司长黄学农出席发布会并回答提

问。 
  纵观《规划》，指导思想中提出的“构建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电力工业体系”贯

穿始终。 
  未来五年，我国电力绿色发展意味更浓、灵

活性协调性要求更高、保民生促改革分量更重。 

绿色清洁：202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

15%、装机规模 7.7 亿千瓦 

  “十三五”期间，电力工业向清洁低碳转型

升级迫在眉睫，大幅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是

电力系统转型的重要标志。 
  《规划》明确，到 2020 年，我国非化石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 15%，这一约束性指标彰显了我

国电力绿色发展的决心。 
  据韩水介绍，到 2020 年，我国常规水电

达到 3.4亿千瓦，年均增长 2.8%；抽蓄装机 4000
万千瓦，年均增长 11.7%；核电装机 0.58 亿千

瓦，年均增长 16.5%；风电装机 2.1 亿千瓦，

年均增长 9.9%，其中海上风电 500 万千瓦左右；

太阳能发电装机 1.1 亿千瓦，年均增长 21.2%，

其中分布式光伏 6000 万千瓦以上、光热发电

500 万千瓦。届时，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将达到 7.7 亿千瓦左右，比 2015 年增加 2.5 亿

千瓦，占比约 39%，提高 4 个百分点，发电量

占比提高到 31%。 
  在明确非化石能源预期规模的同时，亟待回

应的是未来五年如何解决当前电力系统运行中存

在的弃水、弃风、弃光问题。 
  对此，韩水分析指出，“电源布局”“电网输

送”“系统调节能力”是影响当前水电、风电、光

伏消纳的三大主因。 
  基于此，《规划》明晰了优化调整能源开

发布局，保证弃水、弃风、弃光率控制在合理

水平的路径：水电──积极发展水电，统筹开

发与外送。  
  坚持生态优先和移民妥善安置的前提下，

积极开发水电。以重要流域龙头水电站建设为

重点，科学开发西南水电资源。坚持干流开发

优先、支流保护优先的原则，积极有序推进大

型水电基地建设，严格控制中小流域、中小水

电开发。坚持开发与市场消纳相结合，统筹水

电的开发与外送，完善市场化消纳机制。强化

政策措施，新建项目应提前落实市场空间，防

止新弃水现象发生。 
  风电──按照集中开发与分散开发并举、就

近消纳为主的原则优化风电布局，统筹开发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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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消纳，加快中东部及南方等消纳能力较强地区

的风电开发力度，积极稳妥推进海上风电开发。

调整“三北”风电消纳困难及弃水严重地区的风

电建设节奏，加大消纳能力较强或负荷中心区风

电开发力度。 
  光伏──按照分散开发、就近消纳为主的原

则布局光伏电站，全面推进分布式光伏和“光伏+”
综合利用工程。积极支持光热发电。 
  核电──安全发展核电，推进沿海核电建设。 
  如何缓解“电网输送”“系统调节能力”两大

因素对清洁能源消纳的制约，则亟待安全、灵活、

高效的电力系统支撑。 

安全灵活：新增“西电东送”输电能力 1.3
亿千瓦、新增抽蓄电站 1700 万千瓦 

  适应风电、光伏发电大规模并网消纳，改变

局部地区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偏低，电力系统整

体利用效率下降的问题，客观上急需增强电力系

统的灵活性、智能化水平，建设高效智能的电力

系统。 
  作为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一环，配

置电力资源的重要平台，“十三五”时期电网建设

应如何考虑？据韩水介绍，“十三五”期间，电网

建设锁定三大方向： 
  一是筹划外送通道，增强资源配置能力。

考虑输电通道主要是合理布局能源的富集地

区外送，建设特高压输电和常规输电技术的

“西电东送”输电通道。输电通道建设过程中

重点考虑资源富集、受端电源结构和调峰能力，

合理确定受电比重和受电结构。同时，在保证

跨区送电可持续性的同时，满足受端地区的长

远需要，还能够参与受端的电力市场竞争。“十

三五”期间，规划新增“西电东送”输电能力

1.3 亿千瓦。依托电力外送通道，有序推进“三

北”地区可再生能源跨省区消纳 4000 万千瓦，

存量优先。  
  二是优化区域主网架，加强省间联络。进一

步调整完善区域电网，提升各电压等级电网的协

调性，加强区域内省间电网互济能力，提高电网

运行效率，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的

可靠供应。严格控制电网建设成本。“十三五”全

国新增 500 千伏及以上交流线路 9.2 万千米，

变电容量 9.2 亿千伏安。坚持分层分区、结构

清晰、安全可控、经济高效原则，按照《电力

系统安全稳定导则》的要求，充分论证全国同

步电网格局。 
  三是升级改造配电网，适应电力系统智能化

要求，基本建成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配电网。

中心城市配电网的智能化建设和应用水平大幅提

高，城乡供电可靠性和电压合格率指标有较大提

升。 
  “全面提升系统的灵活性，提高电力系统的

调峰能力，是电力‘十三五’规划的一个特点。”

韩水指出，“要充分挖掘现有系统调峰能力，加大

调峰电源规划建设力度。” 
  《规划》对于“加强调峰能力建设，提升系

统灵活性”作出明确部署： 
  ──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十三五”

期间，抽蓄电站开工 6000 万千瓦左右，新增

投产 1700 万千瓦左右，2020 年装机达到 4000
万千瓦左右；  
  ──全面推动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十三五”

期间，“三北”地区热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约 1.33
亿千瓦，纯凝机组改造约 8200 万千瓦，其他地

区纯凝机组改造约 450 万千瓦。改造完成后，增

加调峰能力 4600 万千瓦，其中“三北”地区增

加 4500 万千瓦； 
  ──在有条件的华北、华东、南方、西北等

地区建设一批天然气调峰电站，新增规模达到

500 万千瓦以上。 
  与此同时，进一步优化电力调度运行，大力

提高电力需求侧响应能力，全面增强电源与用户

双向互动，支持高效智能电力系统建设。 
  低碳高效：2020 年全国煤电装机规模力争控

制在 11 亿千瓦以内，煤电超低排放改造 4.2 亿千

瓦、节能改造 3.4 亿千瓦 
  “十三五”期间，作为我国主力电源，

面对电力需求放缓、电源结构优化、煤电潜

在过剩风险显现的现实，煤电如何转型升级，

实现清洁有序发展，是电力清洁低碳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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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规划》明确，“十三五”期间，取消和推迟

煤电建设项目 1.5 亿千瓦以上。到 2020 年，全国

煤电装机规模力争控制在 11 亿千瓦以内，占比

降至 55%。“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低于

300 克标煤/千瓦时”“现役燃煤发电机组经改造

平均供电煤耗低于 310 克标煤/千瓦时”升级为两

大约束性指标。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黄学农表示：

“2020 年，全国煤电装机规模力争控制在 11
亿千瓦以内，这个目标任务不轻松，需要综合

施策才能实现。一是实行煤电建设规划风险预

警机制，有效指导各地煤电规划建设；二是对

已经开工或者核准在建的项目采取缓核一批、

缓建一批措施；三是淘汰落后产能。通过这些

措施，控制煤电在 11 亿千瓦以内，能够有效

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同时使煤电

利用小时控制在合理水平。” 
  《规划》将“严格控制煤电规划建设”列为

加快煤电转型升级的首要任务。要求坚持市场引

导与政府调控并举的原则，通过建立风险预警机

制和实施“取消一批、缓核一批、缓建一批”，同

时充分发挥电力系统联网效益，采取跨省区电力

互济、电量短时互补等措施，多措并举减少新增

煤电规模。 
  未来五年，全国将实施煤电超低排放改造约

4.2 亿千瓦，实施节能改造约 3.4 亿千瓦，力争淘

汰落后煤电机组约 2000 万千瓦。到 2020 年，具

备条件的 30 万千瓦级以上机组全部实现超低排

放。 

护佑民生：电能替代散烧煤、燃油消费总

量约 1.3 亿吨标煤，实施电力精准扶贫 

“在民生保障方面，‘十三五’期间将立足大

气污染防治，以电能替代散烧煤、燃油为抓手，

不断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加快充电设

施建设，推进集中供热，逐步替代燃煤小锅炉，

积极发展分布式发电，鼓励能源就近高效利用。

实现北方大中型以上城市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率达

到 60%以上。”韩水介绍说。 
据《规划》，2020 年将实现能源终端消费环

节电能替代散烧煤、燃油消费总量约 1.3 亿吨标

煤，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提升至 27%，伴随

城乡电气化水平明显提高，电能替代新增用电量

约 4500 亿千瓦时。 
  韩水介绍说：“‘十三五’期间，将利用新一

轮农网改造升级契机，全面解决农村电网户均供

电容量低、安全隐患多、低电压等问题，尤其是

乡村及偏远地区供电薄弱问题。同时，实施好光

伏扶贫政策，建立长期可靠的项目运营管理机制

和扶贫收益分配管理制度，切实实现‘精准扶贫、

有效扶贫’。另外，因地制宜，结合资源特点，鼓

励电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贫困地区建设电力

项目，并将贫困地区的电力项目优先纳入电力规

划。” 

深化电改：2018 年底前启动现货交易试点 

  “十三五”是我国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也是

电力工业推进体制机制市场化的重要时期。《规划》

明确了未来五年电力体制改革的任务表：──核

定输配电价。2017 年底前，完成分电压等级核定

电网企业准许总收入和输配电价，逐步减少电价

交叉补贴。 
  ──建立健全电力市场体系。建立标准统

一的电力市场交易技术支持系统，积极培育合

格市场主体，完善交易机制，丰富交易品种。

2016 年启动东北地区辅助服务市场试点，成

熟后全面推广。2018 年底前，启动现货交易

试点。2020 年全面启动现货市场，研究风险

对冲机制。  
  ──组建相对独立和规范运行的电力交易机

构。 
  ──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2020 年前基本取

消优先发电权以外的非调节性发电计划。 
  ──全面推进配售电侧改革。2018 年底前完

成售电侧市场竞争主体培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