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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电力

电力的稳定供应和解决无电地区通电这一多年来的课
题得以解决，但同时大气污染上升为严峻的社会问题，节
能、清洁能源发电和电力交易的自由化等对电力事业的需
求进入了新的阶段，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

2015年，用电量维持在5,555亿kWh，同比增长
0.5％（国家能源局速报值　参见图1）。今后预计电力需求
将继续增加，但由于淘汰低能效企业、普及节能技术等工作
的开展，增长将较为缓慢，预计2016年的增幅介于1-3％
之间。电力供应方面，有望实现燃煤火力发电的节能清洁
化利用，核电和可再生能源的扩大，配电系统强化以及智
能化的进一步发展。

2015年的动向及回顾
国家能源局速报值显示，2015年新增发电装机12,974万

kW，截至2015年底，总发电装机为150,673万kW。其中火力发

电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比率降低至65.7％。2015年新增火力发

电6,400万kW，但设备利用率从2011年的60.4％降至2015年的

49.3％（设备利用率＝能源局发表利用小时数/8,760（小时））。

图１：用电量的历年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年鉴、2014年、2015年为电力统计速报值（国家能源局）

全国规模的最大电力需求（峰值）为79,989万kW，同比

小幅增长0.32％，错峰、限电仅在部分地区有计划地开展。

天然气自主发电领域，部分地区由于输送工艺原因致使天然

气供应不足，从而无法发电。

2015年的电力装机投资分别为：发电领域4,091亿元，流通零

售领域4,603亿元。其中突出特点是火力发电的投资额急剧增加。

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日本相同，慢性大气污染对

健康的影响和对环境的破坏导致人民不满情绪高涨，为此政

府于2015年12月公布了《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

改造工作方案》，要求在2020年以前贯彻实现燃煤火力发电

超低排放，并提出淘汰不符合标准的电厂等改善措施。

核电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进展顺利。但以西北、华北、

东北为主的地区输出限制（“弃风”“弃光”等）恶化，电力供

应设备的应用不畅。

电力体制改革方面，2015年3月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

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主要涉及电

价改革、输配电与零售分离、创建电力市场、民营资本参与

部分电力事业领域等问题。同年11月，电力体制改革的6个配

套文件公布。

在华日资企业面临的问题和 
对中国政府的整改意见

电力事业领域中，环保措施成为今后重要的课题，日资

电力企业有望通过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电力设备维护管

理技术以及产业结构转换领域的经验等，在该领域做出各

种实质性的贡献。

化石燃料发电的清洁化
·燃煤火力发电的主导地位不会发生变化。截至2015年12

月底的脱硫装置配备率达到99％，脱硝装置配备率为
92％，落后设备的淘汰速度明显加快。但据称运用中出
现了装置故障以及无效果等情况，预测尤为重要的举措
是改变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识，提高装置质量，加强运用
管理。

·存在对2015年燃煤设备急剧增加现状的担忧，以及对燃
煤火力发电厂无节制建设和设备产能过剩的担忧。

·虽然在“十二五”规划中以热电联产自主发电设备为中
心提倡将天然气作为一种高效清洁的煤炭替代能源，但
在实际应用中利用率较低。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在目前
的天然气供应体制中天然气价格偏高，且天然气供应等
应用方面问题较多。

部分发电公司直接从国外购买天然气并加以利用的做

法值得关注。

推进非化石能源
·“十二五”规划以及能源行动计划2020的各类发电设施

的开发目标如（表1）所示，整体进展顺利。

·并网的延迟和输出控制导致了“僵尸”电厂的出现，全
面利用非化石能源的方针遭到强烈质疑。

表１：2015年非化石能源的实际值和开发目标
（发电装机容量）

2015年 
(实际值)

“十二五”规划 能源行动计划2020
2015年 2020年 2020年

水力 3.19亿kW 2.9亿kW 4.2亿kW 3.5亿kW(扬水除外)
风力 约1.2亿kW 1.0亿kW 2.0亿kW 2.0亿kW

生物质
燃料 不详 1,300万

kW
3,000万

kW
无记载(以地热利用规模
5,000万吨标准煤替代)

太阳能 4,200万kW 2,100万
kW 1.0亿kW 1.0亿kW

核能 2,608万kW 4,000万
kW

7,000万
kW

5,800万kW
(在建3,000万kW)

资料来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十二五”规划、能源局速报等

电力流通设备
·特高压输电线路建设方面，输电线路的扩充速度不及发

电设备的开发速度，导致可再生能源出现输出限制。

·配电网建设方面，已于2015年成功实现无电地区通电，
正继续努力提高稳定供电和客户单位用电效率。

·电表是电力交易中重要的器材之一，但官方几乎从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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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过安装数量及质量水平的相关信息，实际情况不详。
据说每年的需求量为6,000万个，但产能已达到2亿个，
劣质电表以低价充斥市场，很可能造成电力交易纠纷和
次品反复施工。

·持续关注全球能源互联网构想的落实。

电力体制改革
·应通过试点地区的实证试验反复进行各方面验证，从而

推动体制改革、电价改革和电力市场化。

·电价方面，随着今后电力消费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和
家庭转移以及直接交易的进一步扩大，一直以来电力领
域工商业交叉补贴居民销售电价的方式将不再可行。

·“十三五”规划期内计划实施的电力体制改革拟将对现
有企业和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目前路线图和日程表
尚不明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电力供需长期计划的展望是，预计

2020年以前电力需求每年将增长6-7％，但这一展望似乎与

电力供需的实际状态大相径庭。

＜建议＞
①市场经济规则的完善和合理运用
·为推进使用价格高于煤炭的天然气进行发电，希

望通过完善政策性的补助金，制定标准化的过网

电价制度等，大力推进清洁能源发电。关于天然

气分散型发电的引进量及支持措施，希望对地

方政府设置明确且具有约束性的目标。关于燃煤

火力发电站，希望公正、切实地采取措施，除低

效率、环保措施落后的发电站外，对于虽然采取

了环保措施但运用不够合理的发电站，也应责令

停止运行等。

·关于预计2017年启动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希望适当公开试验实施的评估结果、交易规则

等具体信息。

·关于电力体制改革，希望明确路线图的时间轴，

同时在推进过程中向电力企业及消费者公开每

次实证试验的评估结果。

②放宽过度的政府管制
·希望推动核电厂信息的公开。

③其他
·继续希望在新建可再生能源及大型发电设施项

目的同时进行输电网建设，并在输电网络建设中

合理选择并网电压及直／交流电，使发电站形成

易于并网，高效、可靠运行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