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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输电通道规模倍增  2020 年将达 2.7 亿千瓦 

(信息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 

摘要：“十三五”期间，建设特高压输电和常规输电技术的“西电东送”输电通道，新增规模 1.3 亿千瓦，
达到 2.7 亿千瓦左右，相比现有规模几乎翻倍。作为电力系统的基石，电网建设成果将直接影响整体规划目
标的达成。而用电量增长预期，新能源迅速发展，能源结构的转变等，都对电网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同时电
网建设还需要解决现有问题。机遇和挑战同时带来了投资机会。 
关键词：“十三五”；“西电东送”；电网建设 

   “十三五”期间，建设特高压输电和常规输

电技术的“西电东送”输电通道，新增规模 1.3
亿千瓦，达到 2.7 亿千瓦左右，相比现有规模几

乎翻倍。这是国家能源局刚公布的《电力发展“十

三五”规划》(下称规划)透露的信息。 
  不仅是“西电东送”输电通道，包括电网优

化、配电网升级改造和智能电网等的建设也被列

入规划。电网建设是规划发布会上成为关注热点

之一，规划全文中关于重点任务的介绍有 23 页，

涉及电网建设的有 8 页。 
  作为电力系统的基石，电网建设成果将直接

影响整体规划目标的达成。而用电量增长预期，

新能源迅速发展，能源结构的转变等，都对电网

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同时电网建设还需要解决现

有问题。机遇和挑战同时带来了投资机会。 

重点建设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和配电网 

  规划将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和配电网建设

作为重点。由于规划原文内容较多，在此进行简

化整理。 
  1  输电通道建设 
  规划将输电通道建设作为重点之一。规划要

求，在实施水电配套外送输电通道的基础上，重

点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12 条输电通道及酒泉

至湖南、准东至安徽、金中至广西输电通道。建

成东北(扎鲁特)送电华北(山东)特高压直流输电

通道，解决东北电力冗余问题，适时推进陕西(神
府、延安)电力外送通道建设。结合受端市场情况，

积极推进新疆、呼盟、蒙西(包头、阿拉善、乌兰

察布)、陇(东)彬(长)、青海等地区电力外送通道

论证。 
  “十三五”期间，新增“西电东送”输电能

力 1.3 亿千瓦，2020 年达到 2.7 亿千瓦。 
  2  优化区域主网架 
  论证全国同步电网格局，调整完善区域电网

主网架，提升各电压等级电网的协调性，探索大

电网之间的柔性互联，加强区域内省间电网互济

能力，提高电网运行效率。 
  东北地区，西电东送、北电南送的格局随着

外送通道建设改变。同时对几大外送输电工程建

设、省内与周边省份电网建设，到 2020 年东北

地区初步形成 1700 万千瓦外送能力。 
  华北地区，西电东送格局基本不变，京津冀

鲁接受外来电力超过 8000 万千瓦。计划建设多

条特高压输电工程，建设张北至北京柔性直流工

程，研究实施区域内电网互联，加强 500 千伏电

网建设优化和配电网升级改造。 
  西北地区，重点是加大电力外送和可再生能

源消纳能力。推进特高压直流外送通道建设。完

善 750 千伏主网架，增加区域内电力互济能力。 
  华东地区，长三角地区新增外来电力 3800
万千瓦。建设区域内特高压电网、输变电工程和

区域内联网工程，优化区域内电网结构。 
  华中地区，实现电力外送到电力受入转变，

湖南、湖北、江西新增接受外电达到 1600 万千

瓦。实现区域内电网互联和省间电网加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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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外送方案。 
  南方地区，推进西电东送，建设输电通道，

送电规模达到 4850 万千瓦，加强优化主网结构，

此外各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当前电网存在问题。 
  3  配电网建设 农网改造 智能电网 
  加强城镇配电网建设。推行模块化设计，规

范化选型，标准化建设。中心城市建设高标准配

电网，北上广深等超大型城市建成世界一流配电

网，城镇地区适度超前建设配电网。同时充分考

虑新能源、分布式电源等需求。 
  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加快新型小乡镇，中

心村电网和农业生产供电设施改造升级，结合“光

伏扶贫”等新需求，建设配网示范工程。开展偏

远、贫困地区电网建设攻坚和改造升级。 
  推进智能电网建设，提高电网优化和配置多

种能源的能力。加强厂站级智能化建设，全面建

设智能变电站。推广应用在线监测、状态诊断、

智能巡检系统，建立自然灾害预警体系。推进配

电网自动化建设和柔性控制能力，示范应用配电

侧储能系统和柔性直流输电工程。 
  构建“互联网+”电力运营模式，推广双

向互动智能计量技术应用，加强电能服务管理

平台建设。开展智能电网支撑智慧城市创新示

范区。  

配电网成投资热点，新增投资 2 万亿 

  大规模的电网建设和改造计划，也带来了投

资机会，尤其是配电网投资方面。 
  配电网肩负着送电到户“最后一公里”的重

任，而目前配电网投资严重不足。根据去年国家

能源局发布的《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2015～
2020 年)》，2015～2020 年配电网建设改造投资不

低于 2 万亿元。 
  在专项资金与中央资本金的带动下，投资任

务主要由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蒙西电

网和地方电力企业承担，同时结合电力体制改革

与创新投融资方式，吸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配电

网投资。 

  国家能源局童光毅副司长曾表示：“配电网的

特点是点多面广，遍布全国各地，工程量较大，

投资也很大。但这也便于各地迅速行动、尽快开

展工程建设，拉动经济增长。” 
  电网改造投资用于购买电力线路、变压器等

电力设备的比重较大，且电力设备制造产业链条

长，可以拉动相关零部件、原材料、电气设备等

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据业内专家

测算，配电网建设将带动电源、电工装备、原材

料等上下游相关产业投资约 1.6 万亿元，每年可

拉动 GDP 增长约 0.6 个百分点。 
  在 11 月 7 日进行的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

总工程师韩水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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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随着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迅速发

展和“电网扶贫”政策的逐渐落实，规划提出，

电网建设需要对新能源发电进行接纳，旨在从硬

件和技术层面缓解当前广被诟病的“弃风弃光”

问题。 
  但针对规划中特高压电网项目的大规模

建设，业内还存在一些争议。特高压交流输电

具有输电容量大、距离远、损耗低、占地少等

突出优势。但其技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以及

其经济性和必要性，引发了部分人士担忧。原

电力部生产司高级工程师蒙定中就曾公开表

示，交流特高压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从安全

层面都毫无必要，甚至还有可能使我国电网发

生重大停电事故。  
  目前来看，特高压交流输电项目已经被提上

日程。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认为，东部

地区面临较大的雾霾和节能减排的压力，特高压

的建设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能源浪费来讲很

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