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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大数据报告（2020）》重磅推出，这是中电传媒能源情报研究中心连续第五年出版中国

能源大数据报告。报告以大量数据描绘了我国能源发展情况。本公号将陆续推出精华内容，敬请关

注。

中国能源大数据报告（2020）

第四章  电力行业发展

本章作者  郑徐光

一、电力生产

1.全国发电量1超7.5万亿千瓦时，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继续提升

2019年，电力生产供应能力持续提升，结构进一步优化。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全国发电量7503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降低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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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其中，火电发电量252201.5亿千瓦时，同比增加2.4%；水电13044.4千瓦时，同比

增长5.9%；核电348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3%。另据中电联全口径统计，其中，风电

405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光伏发电22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3%；生物质发电

11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5-1  2010～2019年全国发电量及增速情况（单位：亿千瓦时，%）

从电量结构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0455.4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1761亿千瓦时；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27.7%，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23938.9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0.7%，占全国发电量的比重为32.6%，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非化

石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

表5-1  2009～2019年全国发电量总量构成

（单位：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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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电联，占比系计算所得）

2.全国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亿千瓦，同比增速有所放缓

截至2019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201066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5.8%，增速较上年降低0.7

个百分点。2019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0173万千瓦，同比降低约20.4%。

从装机总量看，近十年来，我国发电装机保持增长趋势。2010～2019年，我国发电装机累计

容量从9.66亿千瓦增长到20.11亿千瓦，已连续七年稳居全球第一装机大国地位。

从装机增速看，自2015年之后，我国装机增速呈下降趋势。继2018年创出6.5%的十年新低之

后，2019年再度“下探”——电力装机增速仅达到5.8%，低于GDP6.1%的增速，高于全社

会用电增速1.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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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2010～2019年全国电力装机及增速情况（单位：万千瓦，%）（本图有误，需正确数

据请留言）

从新增发电装机规模看，连续七年新增容量过亿千瓦。其中，2015、2017年我国新增发电装

机超过1.3亿千瓦，在十年新增装机排名中居前两位。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电力供需形势变

化等影响，2018、2019年我国新增装机规模连续下滑。2019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规模大幅减

少，比上年少投产2612万千瓦，同比降低约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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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2010～2019年全国新增电力装机容量情况（单位：万千瓦）

3.发电装机结构持续优化，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近41%

2019年，我国电源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19年底，火电装机容量119055万千瓦（包括煤电

10.4亿千瓦、气电9022万千瓦及生物质发电2254万千瓦等），增长4.1%；水电装机容量

35640万千瓦，增长1.1%；核电装机容量4874万千瓦，增长9.1%；并网风电装机容量21005

万千瓦，增长14.0%；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20468万千瓦，增长17.4%。

表5-2  2010～2019年全国电力装机结构

（单位：万千瓦）

 

从电源结构看，火电占比进一步降低，约59.2%，较上一年降低1个百分点，风电、光电、核

电等非化石能源占比则进一步增加，占比近41%。从十年历史数据来看，非化石能源装机比重

明显上升。2019年火电装机比重较2010年下降了14.24个百分点，风电、光电、水电、核电

发电装机比重共上升了14.24个百分点，发电装机结构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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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2010年全国电源结构

图5-5  2018年全国电源结构

图5-6  2019年全国电源结构

4.风电新增装机持续增长，光电、核电、水电新增规模大幅降低

2019年，非化石能源继续保持新增发电装机的主体地位。全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0173万

千瓦，同比降低约20.4%，其中，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6389万千瓦，占新增发电装机

总容量的62.8%。

分类型看，2019年，火电（包括煤电、气电、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

40.2%，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占比26.4%，风电新增装机占比25.3%，水电新增装机占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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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核电新增装机占比4%。以风电、太阳能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发电合计占比超过51%，

连续三年成为新增发电装机的最大主力。

图5-7  2019年各类发电新增装机结构占比

从各类电源新增装机规模看，2019年，新增火电装机4092万千瓦，同比下降6.6%，同比下降

288万千瓦，降幅较上一年进一步扩大。其中，新增煤电、气电装机容量分别为2989万千瓦、

629万千瓦，分别比上年少投产67万千瓦和255万千瓦，新增生物质发电装机473万千瓦，投

产规模稳步攀升。

新增并网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为2574万千瓦和2681万千瓦，分别比上一年多投产

447万千瓦和少投产1844万千瓦。新增水电和核电装机分别417万、409万千瓦，不足上一年

新增规模的一半。

表5-3  2010～2019年各类发电新增装机情况

（单位：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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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火电装机量稳步攀升，但新增装机连续四年下降。

图5-8  2010～2019年火电装机和新增装机情况（单位：万千瓦）

二、电力消费

1.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4.5%，首次突破7万亿千瓦时

2019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平稳增长。据中电联数据，2019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7.23万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4.5%、增速同比降低约4个百分点，是2015年以来最低增速。三大产业以及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需求增速降低、2018年高基数等因素，共同导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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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2010～2019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及增速情况（单位：亿千瓦时，%）

图5-10  2018、2019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季度增速

2019年，各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5.5%、4.5%、3.4%和4.7%。通过对比可以看出，

2019年每个季度增速均低于2018年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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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产业和居民用电拉动作用明显，电力消费结构优化

2019年，各产业用电量稳步增长。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78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5%；第二产业用电量493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其中，工业用电量48473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2.9%；第三产业用电量1186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5%；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02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

表5-4  2010～2019年分产业用电量

（单位：亿千瓦时）

注：2018年3月，国家统计局《关于修订<三次产业划分规定（2012）>的通知》明确将“农、林、牧、渔

服务业”调整到第三产业后，再更名为“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电力行业按照最新的标准开

展行业统计工作，为保证数据可比，2017年之后的数据已根据新标准重新分类

2019年，三大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增速分别降低5.3、4.1、3.2、4.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

中四大高载能行业用电量比上年增长2.0%，其中，建材行业用电量增速为5.3%，黑色行业用

电量增速为4.5%，化工行业用电量与上年持平，有色行业用电量降低0.5%；高技术及装备制

造业、消费品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用电量增速相对平稳，用电量分别比上年增长4.2%、

2.2%、6.3%。第三产业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

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用电量实现快速增长，用电量增速均在10%以

上。

近年来，第二产业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占比持续增加，且

自2009年以来，第三产业用电增速持续高于居民生活用电增速。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第

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分别拉动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5和0.8个百分点，两者对全社会用电

量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3.1%和17.9%，合计达到51.0%，其中，第三产业贡献率比上年提高

10.1个百分点。



2020/6/24 年度重磅 | 中国能源大数据报告(2020)—电力篇

https://mp.weixin.qq.com/s/9ujZvblf7IriHbauOFFk8A 12/28

图5-11  近三年全年用电结构情况

2019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社会用电量分别比上年增长3.6%、4.5%、6.2%、

3.7%，增速较上一年分别回落3.3、5.1、4.7、3.2个百分点；用电量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47.2%、18.7%、28.3%、5.8%，其中，西部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东部、中部分别下降

1.1、0.3个百分点。全国共有28个省份用电量实现正增长。

3.电力供需形势保持总体平衡，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下降

2019年，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3825小时，同比减少54小

时。其中，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3726小时，同比增加119小时；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4293小时，同比减少85小时。

从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来看，除2011和2018年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略有回升外，

近十年总体呈下滑之势。自2015年开始，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开始跌进4000小时以

内。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的显现，2018年平均利用小时数略微回升，电力供需形势由总

体宽松转为总体平衡。2019年电力供需形势继续延续总体平衡态势。

表5-5  2010～2019年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

（单位：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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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电源看，2019年全国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4293小时，同比减少85小时。分析原因，主

要受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放缓、清洁能源消纳比重逐步提升等多重因素影响。随着我国火电产业

结构布局优化，我国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将趋于稳定。火电利用小时数较高的地区是内蒙

古、河北、海南、湖北、安徽等地，作为火电装机大省的山东、江苏、广东、河南、浙江等地

火电利用小时数排名靠后。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19年，全国包括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

物质发电等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弃水、弃风、弃光状况明显缓解。其中，水

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有大幅提升，为3726小时，比上年提高119小时，为十年内最高值；

2019年核电平均利用小时7394小时，同比降低149小时。

图5-12  2010～2019年不同电源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变动情况

4.主要能耗指标持续下降，超低排放煤电机组8.9亿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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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标准煤耗持续下降。按照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供电标准煤耗307克/千瓦

时，同比再降0.7克/千瓦时，与2009年的340克/千瓦时相比，全国供电标准煤耗累计下降了

33克/千瓦时，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同时，我国百万千瓦机组煤耗最低纪录再次被刷新，达

253克/千瓦时。

图5-13  2010～2019年供电煤耗和降幅（单位：克/千瓦时，%）

全国线损率微降，再创近年新低。2019年，全国线损率5.9%，同比下降0.37个百分点。近十

年来，线损率首次降低到6%以下，十年累计降低0.63个百分点。线损率的降低，来自电压等

级提升、电网设施改造更新、更加科学的管理考核等诸多方面。在全社会用电量超过7万亿千

瓦时的情况下，这一成绩单相当于每年节约用电455亿千瓦时。

我国煤电超低排放机组近9亿千瓦。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布信息，2019年我国实现超低排放的煤

电机组累计约8.9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86%。我国将持续推进煤电行业超低排放和节能升

级改造，加快打造高效清洁、可持续发展的煤电产业“升级版”，或将推动电力行业污染物排

放水平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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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2010～2019年全国线损率情况

表5-6  2009～2019年电力行业能耗情况

（单位：克/千瓦时，%）

 

电力行业污染物排放多年下降明显。据中电联统计，2018年，烟尘排放总量同比下降19.2%，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降17.5%，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下降15.8%。近十年来，单位火电发电量烟

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也持续下降。

表5-7  2009～2018年电力行业排放总量情况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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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6年数据来源于国家能源局发布资料，其他来自中电联历年《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表5-8  2009～2018年电力行业排放绩效

（单位：克/千瓦时）

注：数据来源于中电联历年《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电能替代持续推进。2019年，加强各领域电能替代，新增替代电量超2000亿千瓦时。

三、电力基建

1.电力总投资降至8000亿元以下，连续三年下降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3139亿元，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4856亿元，两项合计投资达到7995亿元，连续三年缩减，回落至8000亿元以下，同比降低99

亿元，但降幅有所收窄。这是电力投资自2015年连续四年超过8000亿元后，重返8000亿以

下。

表5-9  2010～2019年全国电力投资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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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十年数据来看，2012年电力投资7393亿元为近十年最低，2016年8839亿元为近十年最

高，之后逐步回落。

图5-15  2010～2019年全国电力投资总量及增速情况（单位：亿元，%）

2.电力投资结构动态调整，电源投资占比同比有所提高

2019年全国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占电力投资的比重为39.3%，较上一年增加5.7个百分点；电网

基本建设投资占电力投资的比重为60.7%，较上一年降低5.7个百分点。近十年来，网源投资

结构出现较大变化。在“十二五”前三年，电网投资略低于电源投资，占比基本相当；自2014

年起，电网投资持续超过电源投资，并在2018年超过电源投资近1倍，达到历史峰值，2019年

二者的差距略有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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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  2018年与2019年网源投资比重对比

图5-17   2010～2019年电网电源投资情况（单位：亿元）

3.水电投资大幅上扬，火电、核电投资持续下降

2019年，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3139亿元，同比增长12.6%，扭转了“十三五”前四年投资

下滑的态势，而且非化石能源投资大幅上涨。其中，水电投资814亿元，同比增长16.3%；火

电投资630亿元，在2018年降低9.4%的情况下，同比降幅进一步扩大，达20%，这与煤电投

资回报下降和严控新增煤电投资政策关系较大；核电投资335亿元，同比降低25%，投资持续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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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不同电源投资结构也出现较大变化，其中，火电投资有六年占比排名第一，水电有

三年占比第一，风电有一年占比第一。

图5-18   2010～2019年水电、火电、核电、风电投资情况（单位：亿元）

4.电网投资同比降低9.6%，供电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2019年全国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4856亿元，同比降低9.6%，较去年降低517亿元，成为

“十三五”前四年最低投资额。其中，110千伏及以下电网投资占电网投资的比重为63.3%，

比上年提高5.9个百分点。电力供需形势、输配电价改革、特高压建设进程、农网升级改造及

配网建设等是影响电网投资增速的重要因素。

据中电联数据，2019年全国新增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23042万千伏安，比上年多投产

828万千伏安，同比增长3.7%；全国新增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3.4万千米，比上

年少投产7070千米，同比减少17.2%；新增直流换流容量2200万千瓦，比上年减少1000万千

瓦，同比下降31.3%。

截至2019年底，全国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达到426392万千伏安，同比增长为5.7%；

全国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达到75.48万千米，同比增长4.1%；全国跨区、跨省送

电量达到5405亿千瓦时和14440亿千瓦时，分别比上年增长12.2%和11.4%。与2009年数值

相比，变电容量增加了2.42倍，线路长度增加了1.89倍。

从近两年增速来看，电网规模增长放缓。2019年全国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输电线路

回路长度分别同比增长5.7%、4.1%，相较于2018年的增速分别下降了0.45、2.9个百分点。

但新增规模基本保持近几年平均水平，变电设备增量超过2亿千伏安，输电线路回路长度增长

保持在3.3万千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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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建设方面，2019年，全国共有张北—雄安、驻马店—南阳、青海—河南、陕北—湖

北、雅中—江西等5条特高压线路开工建设。2018年开工的乌东德电站送电广东广西特高压线

路、北京西—石家庄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目前正在建设中。截至2020年3月，我国共有25条

在运特高压线路、7条在建特高压线路以及7条待核准特高压线路。

图5-19  2010～2019年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情况（单位：万千伏安，%）

图5-20  2010～2019年220千伏及以上线路回路长度情况（单位：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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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  截至2020年3月我国特高压建设现状（单位：条）

2019年，全国供电可靠性稳步提升。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平均供电可

靠率为99.8546%，同比升高0.02个百分点；系统平均停电时间6.32小时/户，同比减少0.08小

时/户，系统平均停电频率1.42次/户，同比减少0.01次/户。其中，城市平均供电可靠率为

99.9539%，系统平均停电时间2.00小时/户，系统平均停电频率0.48次/户；农村平均供电可

靠率为99.8182%，系统平均停电时间7.90小时/户，系统平均停电频率1.76次/户。

2019年，电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2019年，我国营商环境排名跃升至全球第31位，“获得电

力”指标是其中重要内容，我国这一指标也从2018年的全球第14位上升至第12位。

四、电力企业

1.电网企业营收情况良好，利润持续下降

总体上看，电网企业营收情况良好，但增长速度放缓，利润持续下降。其中，2019年，国网资

产总额达到4.1万亿元，同比增长5.5%；营业收入2.66万亿元，同比增长3.9%，增速较上年降

低4.6个百分点；售电量4453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3%；实现利润770亿元，同比降低

1.26%，为近六年来最低，但降幅有所收窄，较上年减少6.4个百分点。南网资产总额为9329

亿元，增长14.5%；营业收入5663亿元，增长5.8%，增速较上年降低3.1个百分点；售电量达

到105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净利润（含研发支出）152亿元，增长9.4%。行政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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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电价、降低电网环节收费、输配电价改革、政策性投资等对电网企业营收和利润指标影响较

大。

2.发电企业经营总体平稳，净利润增速差异较大

2019年，从多个中央发电企业的主要经营指标看，发电行业企业经营总体稳步增长。其中，中

国华能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7%；中国华电全年实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4%，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 37.1%； 国 家 电 投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20.4% ，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49.2% ，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59.6%；国家能源集团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3%；中核集团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17.16%，利润同比增长9.12%。

根据中国华能控股的华能国际、中国华电控股的华电国际、中国三峡集团控股的长江电力、中

核集团控股的中国核电等主要发电上市公司所公布的公司年报，不同发电类型企业营收总体平

稳，受多种因素影响，归母净利润指标分化，出现增降不一。2019年，受长江流域来水等因素

影响，水电公司长江电力发电量减少，其营收和净利润同比有所下降。受益于新核电机组投

产，发电量增加，核电上市公司中国核电营收有显著增加，但成本也随之增加，净利润同比微

降。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华能国际下属部分火电厂于2020年底关停或等容量替代，大幅计提

资产减值损失，影响归母净利润。华电国际2019年归母净利润大幅增加，在同类企业中表现突

出。

表5-10  部分大型发电上市企业2019年营收情况

注：华能国际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占比16.92%，华电国际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占比24%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2019年年报）

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央发电企业降杠杆减负债成效明显。2019年，电力行业资产负债

率较年初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煤电行业企业经营总体仍然困难。统计显示，2019年，全国煤

电亏损面仍超50%。

3.电力企业转型升级，积极拓展战略性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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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电力企业力求“主业精、新业兴”，夯实主业，提质增效，并推动电力新业态持续发展。

主要电网企业以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传统电网转型升级，并积极布局战略新兴产业。国

网2019年初明确了建设“三型两网、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目标，此后发布《泛在电力物

联网白皮书2019》，明确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内容，加快战略目标落地。南网落实定位“五

者”、转型“三商”的新发展战略，《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南网建设行动方案（2019年版）》是

其重要的战略实施指南。

主要电网企业均积极发展综合能源服务、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能源电商、智能芯片等新业务、

新业态。其中，2019年，国网实现综合能源服务业务收入110亿元，同比增长125%。国网旗

下车联网平台新接入充电桩15万个，公共充电桩接入率超过80％，建成国内首座360千瓦大功

率快充站；南网电动汽车充电服务平台已顺利完成对网内7个电动汽车充电平台的整合工作，

新平台共有充电桩数据3.23万个。

主要发电企业大力发展新能源、优化发电结构，并积极部署综合能源服务、氢能、储能等新业

务，加快数字化建设。2019年，中国华能坚持“两线”“两化”发展战略，推动清洁能源发

展，其控股上市公司华能国际新投产发电容量共128.6万千瓦，全部为清洁能源。国家电投氢

能、综合智慧能源等新产业新业态加速布局，国内首个电解制氢掺入天然气项目建成，自主研

发的首台净功率60千瓦氢燃料动力系统上车测试；在全国多个地方推进40余个智慧能源项目。

中国核电大力开拓风电、光伏、地热等新能源市场，新能源成为公司非核经济增长的重要支

撑，全年新增新能源装机85.55万千瓦，新能源总装机由2018年的16.41万千瓦增至101.96万

千瓦。

五、电力体制改革

2019年的电力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持续提升，中长期市场交易规则不断完

善；增量配电业务试点已启动第五批申报；八个电力现货市场试点陆续开展结算试运行，实际

检验了市场方案规则设计和技术支持系统，部分非试点地区现货市场的研究建设取得积极进

展；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范围不断扩大。

1.启动第二轮电网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

首轮输配电成本监审共核减不相关、不合理费用约1284亿元，平均核减比例15.1%。2019年

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开展第二监管周期电网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的通知》，部署对

全国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34个省级电网和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华中5个区域电网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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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新一轮输配电成本监审。之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修订出台《输配电定价

成本监审办法》，强化成本监审约束和激励作用，细化成本监审审核方法，规范成本监审程序

要求。

2.增量配电业务改革稳步推进

历经三年时间，国家已启动四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共批复404个试点，其间取消24个。

2019年有132个增量配电项目获得电力业务许可证。2019年10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联合印发《关于请报送第五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的通知》，正

式启动第五批试点项目的申报工作。剩余的380个试点中，约三分之二确定业主。其中，国网

经营区域确定增量配电项目业主138个；南方五省区共62项，截至2019年底，已有44个项目

确定业主。

3.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持续提高

2019年全国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28344亿千瓦时（省内中长期交易电量占比81%，省间交易

电量占比19%），市场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较上年进一步提升。2019年出台的《关

于规范优先发电优先购电计划管理的通知》《关于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的通

知》进一步扩大电力市场化交易程度。截至2019年12月24日，湖南、云南、河北南网、陕

西、冀北、重庆、新疆、湖北、辽宁、吉林、宁夏、贵州等11个省级电网宣布全面放开经营性

电力用户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不再受电压等级和用电量限制。

4.售电侧改革持续推进，市场主体数量不断增加

截至2019年底，已注册的售电公司达4000余家。国网区域内各电力交易平台累计注册市场主

体14.8万家；南方五省区在各交易平台注册的市场主体共计44144家，电源类型涵盖火、核、

水、风、光伏；南方区域在各电力交易机构注册的售电公司累计达到760多家。

5.电力交易机构股份制改造有所推进

全国已建立北京、广州两个区域电力交易中心和33个省（区、市）电力交易中心。截至2019

年底，完成10家交易中心股改。其中，南网范围内的6家电力交易中心已经全部完成股份制改

造。国网范围内，山西、湖北、重庆完成，北京交易中心引入战略投资者。据分析，这10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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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交易机构完成股改后，电网企业的持股比例在60%～80%之间，持股比例最少的在昆明，为

50%，持股比例最高的在贵州，为80%；国网在其范围内4家电力交易中心的股份占比均为

70%，其余企业股份占比大部分为10%以下。

6.首批8个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进入结算试运行

2019年，全国首批8个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进入结算试运行阶段。除了这8个试点和西藏自

治区以外，国家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编制电力现货市场建设方案，并于2019年12月底前完成。

此外，东北三省一区电力现货方案完成初步设计；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现货

市场均纳入南方区域电力现货市场框架内实施。

7.辅助服务市场扩大

截至2020年初，20个省份启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新疆、甘肃、山东、福建、江苏等近

20个省（区、市、地区）的调峰市场已投入运行（含模拟运行、试运行），山东、山西、福

建、广东等6个省（区、市、地区）的调频市场已投入运行（含模拟运行、试运行）。2019年

下半年，广西、海南、河北、华中等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进入模拟运行阶段，西北五省

（区）加区域“1+5”的辅助服务市场体系实现全覆盖，华中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自10月12

日开始模拟运行，抽蓄电站、自备电厂等泛在调节资源已经纳入市场，而且华中电网首次实现

了储能电站省间资源配置。南方区域调频辅助服务市场的技术系统2019年11月投入试运行，

自2019年11月5日起，区域系统与现有南方（以广东起步）调频辅助服务市场技术支持系统同

步试运行。

此外，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低10%”的要求，政府部门、电

网、发电企业通过减税降费、降低输配电价、上网电价等方式落实国家部署，据国家发展改革

委披露的数据，2019年降低企业用电成本846亿元。

六、电力发展趋势

综合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2020年电力行业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更加

复杂，电力发展有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2020年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势头仍将持续。

1.电力消费增速稳中趋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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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15698亿千瓦时，同比下降6.5%。其中，3月全社会用电量回

升，同比下降4.2%。数据表明，此前多方预测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社会用电量损失（约

1500亿～2500亿千瓦时）基本符合实际。预计二季度开始全社会用电量增速进一步回升。中

电联预计，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2%~3%，低于2019年4.5%的增速。

2.发电装机增速基本平稳，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继续提高

非化石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已稳居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的主体地位，预计2020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

1.2亿千瓦左右，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将在8900万千瓦左右。新增装机较去年的增

量主要在于风电、光伏发电投产装机增长。

预计2020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21.2亿千瓦，增长5.5%左右，增速基本与上年持平；非化石

能源发电装机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上升至43.6%，比2019年底提高1.7个百分点左右。

3.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2020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将延续总体平衡态势，局部地区个别时段存在电力供应缺口。分区

域看，预计华北、华中区域部分省份高峰时段电力供需偏紧；华东、南方区域电力供需总体平

衡；东北、西北区域电力供应能力富余。受用电需求趋缓影响，局部地区的清洁能源消纳形势

趋于严峻。

4.电力投资稳中有升，特高压投资增长明显

一季度，电源投资596亿元，同比增长30.9%，电网投资365亿元，同比下降30.9%。为了发

挥好有效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2020年电力投资将加大，将扭转“十三五”以来的下滑

态势。其中，近期主要电网企业表示，大幅调增特高压投资，预计2020年特高压投资将提速，

带动电网投资显著增加。

5.主要电力企业转型升级，促进行业效益总体提升

2020年，主要电力企业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电力体制改革、国资国企改革等多重

改革中，根据企业功能定位，既聚焦主责主业，又科学布局战略性新兴业务，提质增效、转型

升级、“争创一流”。电网企业将更加回归公益类公司属性，着力优化用电营商环境。主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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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企业不断提升化石能源清洁化、清洁能源规模化的水平，加强专业化重组，扩大电力市场化

交易规模。主要电力企业的发电、电网、电力装备制造以及其他多元化辅业等大类产业板块将

出现深度调整，剥离重组。

从经营情况看，用电增速放缓，将整体上影响主要电力企业营收。2月至6月阶段性降低用电成

本将进一步加剧电力企业的经营困难。数据显示，一季度两大电网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缩水约

198.8亿元；燃煤成本预期下行、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新能源建设成本下降等多个因素交

织，将增加主要发电企业营收的不确定性。

6.电力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电力领

域改革是其中重要内容，电力体制改革也将持续深入推进。在推进第二轮输配电价成本监审、

电力市场建设、增量配电等改革中，2020年改革成果的亮点将主要体现在电力市场建设和电力

交易机构独立规范运行方面。其中，市场主体在签订2020年中长期合同时要做到有量、有价、

有曲线，将有力完善电力批发市场，建立健全电力市场化交易机制，确保中长期市场与现货市

场的有效衔接；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连续结算的周期进一步加长，陆续稳妥启动连续结算运

行；年底前将基本建立电力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规范运行工作进一步形成共

识而提速，年底前北京、广州2家区域性交易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交易机构中电网企

业持股比例降至50%以下。

1 . 国 家 统 计 局 发 电 量 数 据 统 计 口 径 为 全 部 工 业 企 业 ， 与 中 电 联 采 用 全 口 径 统 计 存 在 数 据 差

异。

2. 火 电 包 括 燃 煤 发 电 量 ， 燃 油 发 电 量 ， 燃 气 发 电 量 ， 余 热 、 余 压 、 余 气 发 电 量 ， 垃 圾 焚 烧 发

电量，生物质发电量。

节选自《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2020年5月15日第18、19期

精彩内容回顾

年度重磅 | 中国能源大数据报告(2020)—能源综合篇

年度重磅 | 中国能源大数据报告(2020)—煤炭篇

年度重磅 | 中国能源大数据报告(2020)—石油篇

年度重磅 | 中国能源大数据报告(2020)—天然气篇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I3OTkwMA==&mid=2247490565&idx=1&sn=e503753b6e40fccb027d346e5430d6c2&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I3OTkwMA==&mid=2247490771&idx=1&sn=63855ab1b56a4c09e4b32324754a4bd8&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I3OTkwMA==&mid=2247490815&idx=1&sn=4feb6d045c7893e2f379f14be5d7f16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DI3OTkwMA==&mid=2247490849&idx=1&sn=35a707c4f65f1e5461e0da88a20401f2&scene=21#wechat_redirect


2020/6/24 年度重磅 | 中国能源大数据报告(2020)—电力篇

https://mp.weixin.qq.com/s/9ujZvblf7IriHbauOFFk8A 28/28

文章已于2020-06-11修改

审核：齐正平
编辑：李丹丹

本公众号由中电能源情报研究中心运营，致力于传播能源资讯、分享能源观点，发布《电力决
策与舆情参考》《能源情报研究》精华内容，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