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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力工业发展现状

（一）2014年电力工业发展情况
2014年，电力工业持续健康发展，装机总量及发电量进一步增长，非化石能源发电量

比重首次超25%，火电发电量负增长，设备利用小时创新低。
截至2014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为13.6亿千瓦，同比增长8.7%，其中非化石

能源发电装机容量4.5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为33.3%。2014年，全国全口径发电量
5.5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6%，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量1.4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6%
；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超过25%，达到25.6%、同比提
高3.4个百分点。全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4286小时（本书中的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均为6000千
瓦及以上电厂口径），为1978年以来的年度最低水平，同比降低235小时（见图1）。

图1 2001～2014年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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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年基建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0350万千瓦，同比增加128万千瓦，其中新增非
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5702万千瓦；新增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22394万千伏安，同
比增加2563万千伏安；新增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36085千米，同比减少2842千米；
新增直流换流容量3860万千瓦，同比增加2490万千瓦。

2014年全国主要电力企业合计完成投资7764亿元，同比增长0.5%。其中，电源投资
3646亿元，同比下降5.8%；电网投资4418亿元，同比增长6.8%。



电力工业发展现状

■ 1、水电装机达到3亿千瓦，水电发电量高速增长，设备利用小时达到9年来最高水平
■ 2、风电投资大幅增长，设备利用小时同比降低，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及发电量

大幅增长
■ 3、核电投资同比继续负增长，全年新投产核电装机规模创年度新高
■ 4、火电发电量同比负增长，利用小时创新低
■ 5、跨省区送电量保持快速增长
■ 6、电煤供应持续宽松，发电用天然气供应总体平稳，但部分企业亏损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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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4年电力供需情况分析
2014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宽松，运行安全稳定。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放缓到

3.8%，同比回落3.8个百分点，电力消费需求增速创1998年以来新低；
1、电力消费需求增速创1998年以来新低
从电力消费结构看，第一产业用电量994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1.80%；

第二产业用电量4.07万亿千瓦时，占比为73.60%；第三产业用电量6660亿千瓦时，占比
为12.06%；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图2 2013、2014年电力消费结构对比情况

6928亿千瓦时，占比为12.54%。
第三产业用电量比重同比提高0.30
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比重同比分别
降低0.07、0.04和0.19个百分点（
见图2、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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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0～2014年全社会及各产业用电量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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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增速比上年大幅回落
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7.7%，东部和东北地区同比分别

增长2.4%和2.0%，中部地区同比下降3.1%。三季度，中部地区同比下降18.4%，其中，
河南、湖北、安徽分别下降26.2%、24.2%和23.8%，东部地区同比下降3.0%，其中，上
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下降36.2%、24.7%和21.0%，但广东同比增长24.2%(见图4)。

图3 2010～2014年各产业用电对全社会用电增长贡献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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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比上年回落，信息业消费持续保持旺盛势头
4、四大重点行业用电量增速同比回落，设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

优化调整效果显现
5、中部和东北地区用电量低速增长，中部和西部地区用电量增速比上年回落幅度偏

大

表 2014年各地区分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情况

单位：（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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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煤电清洁发展现状及问题
1、煤电清洁发展现状
（1）煤电结构进一步优化
2014年，火电结构进一步优化，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高参数、大容量、高效环保

型机组比例进一步提高。据中电联初步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30万千瓦及以上火电
机组比例达到77.7%，比2013年提高近1.4个百分点；2005~2014年累计关停小火电机组
预计超过0.95亿千瓦（见图6）。

图6 我国汽轮机组容量等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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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电煤耗持续下降
根据中电联统计快报，2013年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供电标准煤耗318克/千

瓦时，同比下降3克/千瓦时，比2005年下降了52克/千瓦时，煤电机组供电煤耗继续保持
世界先进水平（见图7）。

图7  1978～2014年火电机组供电标准煤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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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污染物减排能力进一步增强
烟尘控制方面。2014年，按照修订后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

2011），燃煤电厂除尘设施进行了大范围改造， 2014年煤电平均除尘效率达到99.75%以
上，比2013年提高0.1个百分点。

二氧化硫控制方面。统计口径内的燃煤发电机组基本上全部采取了脱硫措施，其中，
烟气脱硫机组容量约7.55亿千瓦，约占全国煤电机组容量的91.5%，比2005年提高77个百
分点，比美国2011年高31个百分点；

图8 2005～2014年全国烟气脱硫机组投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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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控制方面。截至2014年底，烟气脱硝机组容量约6.6亿千瓦，约占全国煤电
装机容量的80%，比2013年提高了近22个百分点，比美国（2011年）高30个百分点；预
计火电烟气脱硝比重达到72%左右（见图9）。

图9 2005～2014年全国火电厂烟气脱硫机组投运情况

环保资金投入方面。2014年，煤电企业积极筹措资金，克服困难，进行了大规模环
保设施改造。仅2014年脱硫、脱硝、除尘建设和改造费用超过500亿元，每年用于煤电环
保设施运行的费用超过8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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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下降
现役火力发电机组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电力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预

计分别降至98万吨、620万吨、620万吨左右，分别比2013年下降约31.0%、20.5%、
25.7%。与2006年排放最高时相比，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项污染物排放之和减少
了约50%（见图10）。

图10 1980～2014年火电发电量、电煤用量与污染物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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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节能减排管理水平稳步提高
节能减排工作贯穿于企业活动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

一是将节能减排技术监督与管理贯穿于技术改造和电力生产全过程，对影响发电设备
经济运行的重要参数、性能和指标进行监督、调整和评价，力争使煤、电、油、汽、水等
各方面的消耗达到最佳值。

二是加强运行管理。加强运行人员业务培训，提高业务水平，保证机组优化运行，提
高设备可靠性。

三是积极推进节能减排综合升级改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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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下降
通过不断推进电力结构调整、提升电力技术和管理水平，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不断下降。2014年，电力行业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约19%（见图11）。

图11 2006～2014年二氧化碳减排情况（以2005年为基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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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煤电清洁发展面临的问题
（1）煤电大气污染物减排的边际成本增大
2014年7月1日，现役燃煤电厂开始实施《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

2011）；同年4月，环境保护部要求京津冀地区所有燃煤电厂在2014年底前完成特别排放限
值改造；9月12日，发改委、环保部、能源局印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
2014~2020年）》，要求燃煤电厂达到燃机排放水平。仅2014年，对燃煤电厂污染物排放
要求就有三次变化，致使大量燃煤电厂环保设施重复改造，边际成本增大。

（2）排放标准考核方法使企业违法
风险增大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没有明确火电厂大气污
染物的达标考核的方式。实际考核中，有
的地方政府按小时均值考核，也有按4小
时均值，或日均值、或周均值考核的。

（3）煤电提效空间越来越小



二.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

2015年前三季度，受宏观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工业转
型升级以及气温等因素影响，全社会用电同比增长0.8%；第二产业用电同比下降
1.0%，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建材行业用电增速同比分别下降7.8%和6.4%，是第
二产业用电量下降的主因，四大高耗能行业用电比重同比降低0.9个百分点，反映
出我国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电能利用效率不断提升；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长
7.3%，同比提高1.7个百分点，所占比重提高0.8个百分点，反映出国家加大经济
结构调整取得良好效果；居民生活用电增长4.6%，同比提高2.8个百分点。新增
发电装机创近年来同期最高。

预计四季度电力消费需求总体与
三季度大致持平，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不超过1.0%。全年新增装
机超过1亿千瓦，年底全口径发电装
机容量超过14.7亿千瓦，其中非化石
能源发电装机比重提高至35%左右。
预计全国电力供需更为宽松、部分地
区过剩，全年全国火电设备利用小时
低于4400小时，回落幅度较大。



三.电力中长期发展简要分析

1、2020～2030年电力供需展望
对比分析世界发达国家用电需求发展历程，

采取多种方法进行预测，未来电力需求推荐方
案为：

2020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为7.7万亿千瓦
时，人均用电量5570千瓦时，“十三五”年均
增长5.5%左右，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76；
2030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为10.3万亿千瓦时左
右，人均用电量7400千瓦时左右，2020～
2030年年均增长3%左右，电力消费弹性系数
为0.5左右；2050年为12～13万亿千瓦时，人
均用电量9000千瓦时左右。

对应于上述用电增长需求，预计全国发电
装机到2020年需要19.6亿千瓦左右，2030年
需要30.2亿千瓦左右，2050年需要39.8亿千瓦
左右。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所占比重逐年上
升，2020年、2030年和2050年发电装机占比
分别达到39%、49%和62%，发电量占比分别
达到29%、37%和50%。到2050年，我国电力
结构将实现从煤电为主向非化石能源发电为主
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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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力发展战略布局
基于我国发电能源资源禀赋特征和用电负荷分布，统筹协调经济社会

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电力安全保障以及技术经济制约，电力发展应加快
转变电力发展方式，着力推进电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始终坚持节约优
先，优先开发水电、积极有序发展新能源发电、安全高效发展核电、优化
发展煤电、高效发展天然气发电，推进更大范围内电力资源优化配置，加
快建设坚强智能电网，构建安全、经济、绿色、和谐的现代电力工业体系。

全国煤电装机规划2020年达到11亿千瓦，新增中煤电基地占55%；2030
年达到13.5亿千瓦，新增装机主要在煤电基地；2050年下降到12亿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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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纲领：（1）优先开发水电
（2）积极有序发展新能源发电
（3）安全高效发展核电
（4）优化发展煤电
（5）高效发展天然气发电
（6）推进更大范围内电力资源优化配置
（7）加快建设坚强智能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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