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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人都在看，点击右上角加'关注'】

图1 2011～2020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及增速情况（单位：亿千瓦时，%）

注：2020年数据来自于中电联快报，其他来自中电联历年电力工业统计数据，增速
系计算所得，如无特殊标注，下同。 

（二）

季度用电随复工复产进度攀升

2020年各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速稳步回升，与各季度经济增速走势一致，四季度恢
复态势强劲。2020年各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6.5%、3.9%、5.8%、8.1%
。一季度由于疫情原因，用电量增速大幅下降。随着经济运行稳步复苏，二、三、
四季度用电量增速逐渐回升，四季度增速8.1%，为近几年最高值。经济运行稳步复
苏是用电量增速回升的最主要原因。全社会用电量季度增速变化趋势，反映出随着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及国家逆周期调控政策逐步落地，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持续取
得明显成效，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注：2018年3月，国家统计局《关于修订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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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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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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产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增速有所回升，分别为10.2%、6.9%，较2019年分别提
升6、1.2个百分点。2020年，第一产业各季度用电量增速分别为4.0%、11.9%、1
1.6%和12.0%，连续三个季度的增速超过10%。第一产业用电量的快速增长主要受
益于农网改造升级、乡村用电条件改善、电能替代、脱贫攻坚带动乡村发展等，第
一产业用电潜力得到释放。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在第二、四季度快速增长。各季度
增速分别为3.5%、10.6%、5.0%、10.0%。

2020年西部地区用电增速领先，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
2.1%、2.4%、5.6%、1.6%。全国共有27个省份用电量为正增长，其中，云南、四
川、甘肃、内蒙古、西藏、广西、江西、安徽等8个省份增速超过5%。

二、全国电力装机增速大幅提升，装机结构进一步清洁化

（一）

全国电力装机同比增长9.5%，装机规模22亿千瓦

截至2020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22亿千瓦，同比增长9.5%，增幅较上年
提升3.7个百分点。2020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9087万千瓦，同比增加8587
万千瓦，增速大幅提升。

近十年来，我国发电装机保持增长趋势。2011～2020年，我国发电装机累计容量
从10.62亿千瓦增长到22亿千瓦。2015年后，我国装机增速呈下降趋势，至2020年
陡然回升，最主要原因是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新增装机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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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长7.6%，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年
均增长13.1%，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从2015年底的34.8%上升至2020年底的44.8%，
提升10个百分点；煤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速为3.7%，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从2015年底
的59.0%下降至2020年底的49.1%，下降近10个百分点。

从装机增速看，2020年，火电装机同比增长4.7%，较上年高出0.7个百分点。风电
装机同比增长34.6%，较上年增速高出21个百分点。太阳能发电以24.1%的速度增
长，较上年增速大幅提升7个百分点。核电增速收缩，降低6.7个百分点。水电装机
低速缓增，同比增长3.4%。

图6 2011～2020年全国电力装机结构（单位：%）

从电源结构看，十年来我国传统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持续下降、新能源装机比重
明显上升。2020年火电装机比重较2011年下降了15.7个百分点，风电、太阳能发
电装机比重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发电装机结构进一步优化。水电、风电、光伏、
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等多项指标保持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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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增发电装机规模创历史新高，新能源逐步向主力电源发展

2020年，全国电源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9087万千瓦，比上年多投产8587万千瓦，
同比增速81.8%。其中，新增水电装机1323万千瓦，新增并网风电、太阳能发电装
机容量7167、4820万千瓦，新增并网风电装机规模创新高。全国生物质发电新增
装机543万千瓦。

从新增发电装机总规模看，连续八年新增装机容量过亿千瓦，2020年更是创历史新
高。受电力供需形势变化等因素影响，2018、2019年我国新增装机规模连续下滑
。2020年，在新能源装机高增速的带动下，新增装机总体容量大幅提升。

图8 2015年与2020年新增电力装机结构对比

从各类电源新增装机规模看，2020年，新增火电装机5637万千瓦，自2015年以来
，新增装机容量首次回升，较上年多投产1214万千瓦。新增并网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装机容量分别为7167万千瓦和4820万千瓦，分别比上年多投产4595万千瓦和2168
万千瓦。新增水电和核电装机分别1323、112万千瓦。

表4 2011～2020年各类发电新增装机情况（单位：万千瓦）

                                   4 / 13



智行理财网
2011年电网实际投资金额(2019年电网投资)

图9 2011～2020年风光发电新增装机情况（单位：万千瓦）

●火电新增装机

2020年，火电新增装机5637万千瓦，较上年同期多投产1214万千瓦，同比上升27.
4%。全年有多个大型火电机组并网，重点工程包括：1月阳江全球首台1240兆瓦阳
西5、6号机组启动试运行；8月，山东能源盛鲁能化盛鲁电厂1号机组、甘肃常乐电
厂1号100万千瓦机组首次并网一次成功；9月大唐东营热电厂世界首台六缸六排汽
100万千瓦一号机组首次并网一次成功；12月，山西盂县2×100万千瓦发电项目1
号机组并网成功，世界首例、我国首台汽轮机高位布置发电机组-国家能源集团国华
电力锦界电厂5号机组首次并网一次成功。受需求驱动，火电装机容量持续增加。
但随着风电等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应用，火电装机容量增长速度逐渐降低。“十三五
”以来，火电新增装机持续呈逐渐缩减之势，其增量主体地位有被新能源取代的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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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11～2020年水电装机和新增装机情况（单位：万千瓦）

●核电新增装机

2020年，核电新增装机继续缩减。2020年核电新增装机112万千瓦，较上年同期
少投产297万千瓦，同比减少72.6%。9月，中核集团田湾核电站5号机组顺利完成
满功率连续运行考核，这标志着田湾核电5号机组具备投入商业运行条件，额定容
量111.8万千瓦。11月27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号机
组首次并网发电，于2021年1月30日投入商业运行，额定容量116.1万千瓦。

图13
2015～2020年全国发电量及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情况（单位：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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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全国全口径发电量年均增长5.8%，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年均增
长10.6%，占总发电量比重从2015年的27.2%上升至2020年的33.9%，提升6.7个
百分点；煤电发电量年均增速为3.5%，占总发电量比重从2015年的67.9%下降至2
020年的60.8%，降低7.1个百分点。

（二）

水电、核电设备利用小时同比提升

2020年，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3758小时，同比
减少70小时。水电、核电设备利用小时同比提高。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3827
小时，同比增加130小时。核电设备利用小时7453小时，同比提高59小时。火电设
备平均利用小时为4216小时，同比减少92小时。并网风电平均利用小时为2073小
时，同比降低10小时。光伏平均利用小时1281小时，同比降低10小时。

从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来看，近十年总体呈下滑之势，2018年有所回升。2
015年开始，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持续降落至4000小时以内。

2020年水电设备利用小时3827小时，历年来首次突破3800小时，同比提高130小
时。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0年，全国主要流域弃水电量约301亿千瓦时，水能利
用率约96.61%，较上年同期提高0.73个百分点，弃水状况进一步缓解。

表5 2011～2020年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单位：小时）

图14 2011～2020年不同电源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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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核电平均利用小时7453小时，同比增加59小时。2020年共有2台核电机组
完成首次装料，分别为田湾核电5号机组和福清核电5号机组。近十年来，核电利用
小时呈现波动态势，2015～2017年出现明显下降，2018年后回升至前几年的较高
水平。

（三）

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继续提升

我国大力推进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水电、风电、光伏、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等多项指
标保持世界第一。风电、光伏发电实现平价无补贴上网，风电、光伏发电和水能利
用率均提高到95%以上。2020年全国弃风电量166.1亿千瓦时，风电利用率96.5%
，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弃光电量52.6亿千瓦时，光伏发电利用率98.0%，与去年
基本持平。《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的全国及重点省份20
20年新能源利用率目标全面完成。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稳步扩大。截至2020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9.34
亿千瓦，同比增长约17.5%。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持续增长。2020年，全国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达221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8.4%。

可再生能源保持较高利用率水平。2020年，全国主要流域弃水电量约301亿千瓦时
，较去年同期减少46亿千瓦时。水能利用率约96.61%，较上年同期提高0.73个百
分点。弃水主要发生在四川省，其主要流域弃水电量约202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
减少77亿千瓦时，主要集中在大渡河干流，约占全省弃水电量的53%；青海省弃水
较去年有所增加，弃水约4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加18.5亿千瓦时；其他省份弃
水电量维持较低水平。全国弃风电量约166亿千瓦时，平均利用率96.5%，较上年
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全国平均弃风率3%，较去年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尤其是
新疆、甘肃、蒙西，弃风率同比显著下降，新疆弃风率10.3%、甘肃弃风率6.4%、
蒙西弃风率7%，同比分别下降3.7、1.3、1.9个百分点。全国弃光电量52.6亿千瓦
时，平均利用率98%，与去年平均利用率持平。光伏消纳问题较为突出的西北地区
弃光率降至4.8%，同比降低1.1个百分点，尤其是新疆、甘肃弃光率进一步下降，
分别为4.6%和2.2%，同比降低2.8和2.0个百分点。

为促进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2020年5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建立健全清洁能源
消纳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将从“构建以消纳为核心的清洁
能源发展机制”“加快形成有利于清洁能源消纳的电力市场机制”“全面提升电力
系统调节能力”“着力推动清洁能源消纳模式创新”“构建清洁能源消纳闭环监管
体系”等五方面入手，建立健全清洁能源消纳长效机制。2020年也是我国正式实施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第一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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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关于各省级行政区域202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通知》，明确了
各省（区、市）202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总量责任权重、非水电责任权重的最低
值和激励值。7月起，多地发布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实施方案，要求各类市场主体
完成相应可再生能源及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量，实质性推进配额制落地实施。

四、电网建设稳步推进，供电服务质效再提升

“十三五”期间，我国建成投运多项交流和直流特高压工程，跨区输电能力进一步
提升，藏中联网工程、阿里联网工程以及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等重点电网工程顺
利投运，电网更强更大。我国已形成以东北、西北、西南区域为送端，华北、华东
、华中、华南区域为受端区域间交直流混联的电网格局，全国大电网基本实现联通
。

（一）

电网新增投运规模较为稳定

截至2020年底，全国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达到452810万千伏安，同比增
长为4.9%；全国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达到79.4万千米，同比增长4.6%
。我国共成功投运“十四交十六直”30个特高压工程，跨省跨区输电能力达1.4亿
千瓦。

图16 2011～2020年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情况（单位：千米，%）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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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通道建设稳步推进

重大输电通道工程建设建设持续推进。特高压建设方面，2020年，全国共有山东-
河北环网、张北-雄安、蒙西-晋中、驻马店-南阳（配套）、乌东德-广东、广西（
简称“昆柳龙直流工程”）、青海-河南等5条特高压线路建成投运。至2020年，我
国共建成投运30条特高压线路。其中，国网共26条特高压，分为14条交流特高压
和12条直流特高压；南网有4条直流特高压。此外，云贵互联通道工程、阿里与藏
中电网联网工程等重点项目也已建成投产。

表6 我国已建成投运特高压工程

从近十年数据来看，电力投资总体呈增长态势，“十二五”期间年均投资约为7800
亿元，“十三五”期间年均投资约为8800亿元。2020年是近十年电力投资的最高
水平，2012年电力投资7393亿元为近十年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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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2019年与2020年电网电源投资比重对比

近十年来，电力投资结构出现较大变化。“十二五”前三年电源投资虽略高于电网
投资，但二者占比相当；自2014年起，电网投资持续增长，2018年电网投资接近
电源投资近2倍，达到历史峰值；2019年二者的差距缩小，为952亿元，2020年二
者的差距继续缩到500余亿元。

图20 2011～2020年不同电源投资情况（单位：亿元）

六、主要能耗指标持续下降，超低排放煤电机组9.5亿千瓦

                                  11 / 13



智行理财网
2011年电网实际投资金额(2019年电网投资)

供电标准煤耗持续下降。
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国供电标准煤耗305.5克/千瓦时，同比再降0.
9克/千瓦时，十年累计下降了23.5克/千瓦时。我国燃煤机组煤耗已连续四年优于《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燃煤发电机组经改造平均供电煤耗低于310克标准
煤/千瓦时”的规划目标。

图22 2011～2020年全国线损率情况（单位：%）

表8 2011～2020年电力行业能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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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0 2010～2019年电力行业排放绩效（单位：克/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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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行理财网
2011年电网实际投资金额(2019年电网投资)

（总注：本文所引用数据均来自权威部门资料。因统计口径不同等原因，部分数据
存在相互出入问题，个别较去年版本做了修正，或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对于
不影响总体判断的数据，保留了原始引用数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转载自北极星电力网，所发内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全国能源信息平台联系电话：010-65367702，邮箱：hz@people-
energy.com.cn，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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