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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时，认真总结中

国电力工业发展成就意义重大。新中国电力工业 70

年发展，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封闭到开放

的过程，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用电量增长

1900 倍、人均用电量增长 630 倍，发电量增长 1600

倍，发电装机增长 1000 倍，电网线路增长 280 倍、电

压等级增长 5倍，电力工业技术水平大幅提升，电力

国际合作稳步推进，电力体制日趋完善。中国电力工

业发展为中国经济 70 年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电

力保障。

一、全国用电规模增长超千倍：用电量增长

超过1900倍、人均用电量增长630倍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极度贫穷，电力

工业百孔千疮、基础极其薄弱。经过 70年的发展，特

别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电力工业进

入世界先进行列，用电水平大幅提高。

70 年用电量增长超过 1900 倍。用电量是衡量

一国 /地区电力工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衡

量一国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经济

越发达，用电量就相对越多。1949 年，全年实际用电

量为 34.6 亿 kWh；经过 70 年发展，到 2018 年，全社

会用电量68,449亿 kWh，是 1949年的 1978倍。2018

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是美国终端用户全年用电量

39,460亿 kWh的近 2倍，中国工业用电量与OECD国

家工业用电量总和大体相当。

70 年人均用电量增长 630 倍。人均用电量是衡

量一国电力工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国际公认

的衡量一国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被世界银行等国

际组织采用。1949 年，中国人均用电量①仅为 8kWh/

人，4 口之家年用电量才 32kWh 仅相当于一台传统

冰箱工作约一个月的电量、或一台柜式空调工作 16

小时的电量。这一数据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甚至低于非洲一些极不发达国家的人均用电水平。

经过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到 1978 年，中国人

均用电量达到 268kWh/ 人，是 1949 年的 33.5 倍。但

人均用电量依然大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1,523kWh/

本文得到了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资助。

①考虑数据可比较、可获得性，文中中国人均用电量用人均发电量替代。

中国电力工业 70 年发展成就

白 玫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70 年来，中国电力工业经历了由

弱变强、由落后变先进的发展历程，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发展成就：第一，发电能力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世界落后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发电量和发电装机容量增长上千倍，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

了价格可承受的电力供应；第二，电力供应从难以保障进入高可靠性水平阶段，电网规模稳步发展，电

压等级不断提升，建成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能源资源配置能力最为强大、运行水平最高的电网；第三，

电源结构从一煤独大到多种能源发电并举，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和发电量不断扩大，电源结构持续优化；

第四，电力工业技术水平和装备能力大幅提升，特高压输电技术、新能源发电并网技术、核电技术和发

电设备生产能力步入世界先进行列；第五，电力技术创新与电力国际合作取得重大进展，电力体制

机制日趋完善。中国电力工业发展为中国经济 70 年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电力保障。

关键词：人均用电量 发电量 发电装机容量 电网发展 电力技术 电力对外合作

表1 1949-2019 年中国人均用电量变化情况

注：* 第一个数值为 2018 年值 /1949 年值，第二个数值为 2019 年预测值 /1949 年值。

**2019年为估计数。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电力联合会 2018年电力统计基本数据、中国统计

年鉴整理计算。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电力联合会2018年电力统计基本数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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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有世界人均用电量的 17.6%。随着电力体制改

革，特别是放松发电侧管制、放松发电投资领域改

革，极大激发了社会资本办电的积极

性，使中国电力工业充满了活力。到

2009 年，中国人均用电量 2,775kWh/

人、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2,791kWh/ 人，

到 2010 年中国人均用电量 3,153kWh/

人、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2,955kWh/ 人。

到 2018 年，中国人均用电量达到

5,012kWh/ 人，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

平，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630 倍，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的 19 倍。

二、全国电力生产规模增长超

千倍：发电装机增长超过 1000 倍、

发电量增加超过 1600 倍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时，电力供

应能力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发展水平，

全国 80%以上为无电人口。经过 70年发

展，电力工业彻底改变了落后面貌，发电量和发电装

机容量双双位列世界第一。电力工业为中国经济建

设、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电力供应。

发电装机容量规模 70 年增长 1026 倍。发电装

机规模是衡量一国电力工业产能的重要指标。发电

量越多，表明电力工业的规模就越大，提供电力服务

的能力也就越强。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新中

国成立以来，投入了巨额资金新建了大量发电基础

设施。发电装机容量规模从 1949 年的 185 万 kW，到

1978 年，电力装机容量 5712 万 kW；到 2018 年，电力

装机容量达到 19.0 亿 kW，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027 倍，是改革之初的 33 倍，较 1978 年增长了
18.4 亿 kW。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发电装机规模增长惊
人，从 2013 年到 2018 年。连续 6 年，年新增发电装
机容量超过 1 亿 kW，年均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1.25
亿 kW，其中年均增长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7149
万 kW。而中国发电装机容量实现第一个 1 亿 kW 是
1987 年，从新中国成立算起，仅仅用了 38 年。

70 年人均发电装机容量增长了近 400 倍。新中
国成立时的1949年，中国人均发电装机容量仅为3w/
人，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过发展，到1978年，人
均发电装机容量为59W/人；到2018年，中国人均装机
容量为1361W/人，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是新中国建立
之初的 399 倍，是改革开放之初的 23 倍。

70年发电量增加超过 1600倍遥 发电量是衡量

电力工业产量规模的重要指标。中国发电量从 1949

年的 43 亿 kwh，经过发展，到 1978 年发电量 2566

亿 kWh；到 2018 年发电量 6.99 万亿 kWh，是新中国

成立之初的 1623 倍、改革之初的 27倍。到 2019 年，

发电量将达 7.16 万亿 kWh，是 1949 年的 1660 倍。

中国电力工业在世界电力工业的地位发生巨

大变化袁规模连续 8年位居世界第 1位遥（1）发电装

机容量从 1949 年的世界第 21 位，发展到 1978 为世

界第 8 位，再发展到 1995 年超越俄罗斯位居世界第

3 位，继续发展到 1996 年超越日本居世界第 2 位，

到 2011 年超过美国成世界第 1 位。考虑数据可比

性，利用 IEA 最新数据及中电联数据，观察比较

1980-2018 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在世界的变化情

况。1980 年，美国发电装机总容量为 5.8 亿 kW、占世

界发电装机总容量的 29.2%、位列世界第 1 位，中国

为 6587 万 kW、占世界发电装机的 3.3%、位列世界第

7 位。当年装机容量规模排在中国之前的国家还有

俄罗斯与独联体（2.7 亿 kW、13.6%），日本（1.4 亿

kW、7.2%），德国（1.0 亿 kW、5.2%），加拿大（7,917 万

kW、4.0%），英国（7,360 万 kW、3.7%）。到 2011 年，中

国发电装机容量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 1 位，发电装

机容量为 10.9 亿 kW，占世界 20.4%；美国发电装机

容量为 10.5 亿 kW、占世界 19.8%，列世界第 2 位。到

2018 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规模连续 8 年保持世界

第 1 位，发电装机容量达 19.00 亿 kW；是位列列于

世界第 2 位美国发电装机容量的 1.8 倍。（2）发电量

从 1949 年的世界第 25位，到 1978 年提升至世界第

7 位，到 1994 年变为世界第 2 位，到 2011 年变为世

界第 1 位。考虑数据可比性，利用 IEA 最新数据及中

电联数据，观察比较 1980-2018 年中国发电量在世

界的变化情况。1980 年，中国发电量为 2854 亿 kWh、

占世界发电量的 4.0%、位列世界第 5 位，当年美国

发电量位列世界第1，为22,850亿 kWh、占世界发电量

表 2 1949-2019 年中国电力工业发展

注：* 第一个数值为 2018 年值 /1949 年值，第二个数值为 2019 年预测值 /1949 年值。**2019 年为估计数。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电力联合会 2018 年电力统计基本数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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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2.3%。当年发电量比中国多的国家还有日本
（5,480 亿 kWh、7.8%）、德国（4,698 亿 kWh、6.6%）和
加拿大（3,679 亿 kWh、5.2%）。到 2011 年，中国发电
量超越美国列第 1 位，发电量为 4490 亿 kWh、占世
界 21.2%；美国发电量为 4095 亿 kWh、占世界
19.3%。到 2018 年，中国发电量连续 8 年位列世界第
1，发电量 69，940 亿 kWh，是位列世界第 2 美国发电
量 43,961 亿 kWh 的 1.6 倍，大约是欧盟的 2 倍。

三、全国电网规模增长数百倍：电网线路

长度增长 290 倍、通电率达 100%

新中国成立 70 年，中国电网从覆盖率低、联通
性低、电压低的零星孤网，发展成为世界上覆盖范围
最广、能源资源配置能力最为强大、并网新能源装机
规模最大、高压输电线路最多的电网；从安全运行水
平低的电网，发展成为世界安全运行水平最高的电
网之一，电力供应进入高可靠性水平阶段。

覆盖范围最广。电网发展经历了从孤网、孤立
电厂，到区域电网，再到全国电网覆盖到村的发展过
程。电网覆盖率是反映电力普遍供应能力的重要指
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949 年，中国电网十分薄弱，
只覆盖少数大城市，多是以城市为供电中心的孤立
电厂和相应的低压供电。经过近 30 年发展，到改革

开之初的 1978 年，全国电网覆盖率接近一半，电网

主要以相对孤立的省级电网、城市电网为主，省间联

系很少。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 40年的发展，到 2018

年全国电网已经形成了华北、东北、华中、华东、西

北、南方六个大型区域交流同步电网，除西北电网以

750kV 交流为主架网外，其他电网以 500kV 交流为

主网架，华北电网和华东电网建有1000kV特高压工程。

电网线路长度增长超过 290 倍。电网线路长度

是反映电网规模的重要指标。1949 年，电力线路为

6474 千米，除东北地区 154-200kV 高压电网、京津

唐地区 77kV 电网、上海市 33kV 供电电网外，在个别

地方间或架设有单独的 22kV 或 33kV 输电线路。到

1978 年，220kV 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 2.3 万千米，是

1949 年的 3.5 倍。到 2018 年，电压等级极大提高至

35kV 及以上的输电线路回路长度 189 万千米，相当

于绕地球赤道 47圈，是 1949 年的 291 倍。

电网电压等级世界最高。电压等级是反映电网

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1949 年，最高电压等级

220kV。到 1978 年，最高电压等级 330kV，全国各电

网以 220kV 和 110kV 高压输电线为主要干线，变电

容量 2528 万千伏安。特别是经过 40年改革开放，到

2018 年，电网最高电压等级 1100kV，超过巴西

（800kV）、美国（765kV）、印度（765kV）、俄罗斯

（750kV）、日本（500kV），达世界第一；变电设备容量

40.3亿 kVA；跨区输电能力不断提高，到 2018年跨区

输电达到 1.36 亿 kW，其中交直流联网跨区输电能力

超过 1.23亿 kW，跨区点对网送电能力 1344万 kW。

县、乡、村、户的通电率达百分之百。1949 年新

中国成立时，农村通电率极低，农村年用电量仅为

2000 万 kWh，平均每个农民年用电量仅为 0.05kWh。

1978 年，全国县、乡、村通电率分别为 94.5%、86.8%、

61.1%；到 2007 年，三项指标分别是 100%、99.7%、

99.7%；到 2016 年，三项指标全部达到 100%。到 2015

年底，青海最后 9614 户、共计 3.98 万无电人口通

电，标志着中国全部人口都用上了电。

供电可靠性进入高水平阶段。新中国成立之

初，中国供电可靠性非常低，大多地区无电供应，大

城市供电也得不到保障。经过 70年的发展，中国供

电可靠性大幅提升，进入高可靠性、高质量阶段。用

户平均停电时间、用户平均停电次数等是国际上

（IEEE）供电可靠性指标。2018 年中国平均供电可靠

率为 99.820%，用户平均停电时间为 15.75 小时 /

户，用户平均停电频率 3.28 次 /户。其中，城市平均

供电可靠率为 99.946%，用户平均停电时间为 4.77

小时 / 户，平均停电频率为 1.11 次 / 户；农村平均

供电可靠率为 99.775%，平均停电时间为 19.73 小

时 /户，平均停电频率为 4.07 次 / 户。

四、全国清洁电力增长数千倍：清洁发电装

机增长4600倍、清洁能源发电量增长2910倍

新中国成立 70 年，中国电力不断向清洁化方

向发展，发电装机结构日趋优化。

图1 中国发电装机首次列第1时（2011年）主要国家发电装机及占比
数据来源：IEA和中电联

图 2 中国发电量首次列第 1时（2011 年）主要国家发电量及占比
数据来源：IEA 和中电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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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增长 4600 倍。从电力

装机结构看，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清洁能源装机

极少，仅有 16万 kW 水电，清洁能源装机占总发电装

机容量的比重为 8.8%；到 1978 年，清洁能源装机

1,726 万 kW，是 1949 年的 100 倍，占总发电装机容

量的比重约为 30.3%；到 2018 年，清洁能源发电装机

容量 7.6 亿 kW，是 1949 年的 4,636 倍、1978 年 44

倍，占总发电装机容量比重为 39.8%；新增清洁能源

发电装机 8,191万 kW，是 1949年存量的511倍。可再

生能源发展成就更为突出，装机规模总量世界第一。到

2018年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7.28亿 kW，占全

部电力装机约38.3%。其中，水电装机3.52亿 kW、风电

装机 1.84 亿 kW、光伏发电装机 1.74 亿 kW、生物质发

电装机1781万 kW。

清洁能源发电量增长 2910 倍。从发电量结构

看，新中国成立之时，清洁能源发电仅为 6.8 亿

kWh，约占总发电量 16.5%；到 1978 年，清洁能源发

电量 446 亿 kWh，是 1949 年的 63 倍，约占总发电量

的比重约为 17.4%；到 2018 年，清洁能源发电量

20,709 亿 kWh，是 1949 年的 2917 倍、1978 年的 46

倍，占总发电量的比重约为 29.6%。可再生能源上网

发电增长迅速，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世界第一。到

2018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1.87 万亿 kWh，占全

部发电量比重为 26.7%。其中，水电 1.2 万亿 kWh，风

电 3，660 亿 kWh，光伏发电 1，775 亿 kWh，生物质发

电 906 亿 kWh。

电源投资结构清洁化。从电源投资去向看，结

构不断优化。电源投资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 年集

中投资“水电火电”领域，目前电源投资向“低碳能源

发电倾斜”。2018 年，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完

成投资占电源完成投资的 71.3%；水电、火电、核电

和风电分别投资 674 亿元、777 亿元、437 亿元、

643.14 亿元。

五、电力技术水平大幅提升、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大幅改善

70 年来中国电力科技取得了巨大进步，在世界

电力科技领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电力装备技术水平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第

一，电力装备经历了从完全依赖进口到逐步国产化、

从小容量到大容量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新

装火电机组大多从前苏联进口，容量普遍比较小。从

1956-1977 年，国产 6000kW、1.2 万 kW、10 万 kW、20

万 kW、30 万 kW 火电机组相继投产，但电力关键技术

还要依赖发达国家。1965 年，技术装备和技术经济

指标，大部分只达到世界先进国家 40 年代未期的水

平，小部分也只有 50年代初期的水平。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电力装备水平有了很大提

高，大容量、高参数、环保型的发电机组快速增长。第

二，燃煤发电技术、污染物控制技术取得新发展，超

临界常规煤粉发电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空冷技

术、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火电技
术全面国产化水平不断提升，火电设备三大主机（锅

炉、汽轮机和发电机）实现全面国产化。第三，水电机
组的设计与制造能力正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能
够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台竞技，在特高拱坝安
全控制、混凝土防渗墙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第
四，核电技术瞄准世界前沿，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和现
代工程技术，为建设核电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核

电技术从无到有，实现：（1）全面掌握三代核电
技术，自主攻克具有四代特征的高温气冷堆技
术；（2）核电厂的安全性在世界上处于先进水
平，核电机组已累计运行超 270 堆年；（3）关键
设备研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核电设备自主能
力不断提高。代表中国核电技术能力的“华龙一
号”，其装备国产化率达到 85%以上，反应堆压
力容器、蒸汽发生器、堆内构件等核心装备都已

实现国产；（4）成功制造钍核电池，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掌握钍核电池并实际应用的国家。第五，

中国燃机技术以上海电气收购意大利安萨尔多

能源公司股权开始，共同研发燃气轮机技术。清

洁能源发电技术不断创新，风电、太阳能发电技

术不断进步。

电网技术在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大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控制、新能源接入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具

有全球领先水平的科技创新成果。中国主导制定的

特高压、新能源并网等国际标准成为全球相关工程

建设的重要规范。特高压输电技术和超临界技术进

入世界先进行列，拥有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正负

1100kV 直流输电和 1000kV 交流特高压输电；输变

表3 1949-2019 年发电装机结构与发电量结构

注：“/”前数值为 2018 年值 /1949 年值，“/”后数值为 2019 年预测值 /1949 年值。

数据来源：中国电力联合会 2018 年电力统计基本数据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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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设备制造能力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特高压输电技

术的发展改变了中国输变电行业长期跟随西方发达

国家发展的被动局面，确立了国际领先地位。

电力工业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大幅改善遥 线路

损失率和供电煤耗是电力工业的主要技术经济指

标。（1）线路损失率持续大幅下降。电网输电线路损

失率由 1949 年 23.35%，下降到 1978 年的 9.64%、较

1949 年下降了 13.71 个百分点，再继续下降到 2018

年的 6.21%、较 1949 年下降了 17.14 个百分点。

（2）供电煤耗技术指标明显优于世界平均水平。先

进的百万千瓦二次再热机组的供电煤耗已经低于

270gce/kWh。供电煤耗从1949年的1020 gce/kWh，下

降到1978年的471gce/kWh、较1949年下降了53.8%，继

续下降到 2018 年的 308gce/kWh、较 1949 年下降了

69.8%。

六、电力工业对外合作成绩斐然

新中国成立 70 年，电力国际合作经历从“引进

来”到“走出去”的变化过程，从封闭发展走进了全面

对外开放的新时代。特别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施，中国电力对外投资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电网、

发电、电建、电力装备等电力企业依托丰富的水电工

程、火电工程、风电场、光伏电站、电网工程的建设经

验，不断探索对外合作的方式，通过并购运营、电力工

程总包、电力设备输出、电力国际贸易、电力标准制定

与电力规划等多种方式，使电力对外合作规模不断扩

大、合作区域更加广泛、合作领域日趋多元。

海外电力建设项目规模不断扩大遥 以 1964 年

启动的几内亚金康水电站项目（首个海外电力援助

项目）为开端，中国电力开始海外电力建设项目。通

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海

外电力建设项目不断扩大。其主要特点为：第一，对

外电力工程承包以 EPC 为主，也出现了带融资的

EPC 项目，提高中国电力企业对外承包工程的灵活

性。第二，清洁能源对外投资成绩显著。中国是世界

上跨国水力发电项目投资最多的国家，主要分布在

发展中国家，非洲大陆一半以上的水力发电项目都

是由中国单独或与他国合作投资建设的。中国是世

界上风力发电设备最大的制造国，对外投资风力发

电项目正迅速发展。

到 2018 年，中国电力行业企业参与境外电力

项目签约 399 个，签约合同总金额 466.8 亿美元，签

约发电装机总容量 5013.7 万 kW，签约发电装机容

量较 2017 年（2868.4 万 kW，444.9 亿美元）、2016 年

（2848 万 kW，414 亿美元）、2013 年（3132 万 kW，

468 亿美元）有所提高，签约合同金额大体相当。

电力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遥（1）发电企业海

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涉及输配电、水电、

火电、新能源等多个领域，投资区域遍布东南亚、南

亚、俄蒙、中亚、欧洲、美洲、非州、大洋洲等国家和地

区，投资方式有绿地投资、跨国并购、BOT 与 BOOT 等

多种形式。彭博新能源财经的数据表明，过去 15 年，

中国独立发电企业(IPP)的海外投资总规模达 1510

亿美元，海外投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57%。投资范围

涉及 52 个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占 71%，投资领域

涉及水电（36%）、煤电（17%）、风电（10%）等②。（2）电网

企业发挥技术优势和运营优势，不断加快“走出去”

步伐。国家电网公司已投资运营菲律宾、巴西、葡萄

牙、澳大利亚、意大利、希腊等国家和地区的电网、骨

干能源网，管理境外资产超过 655 亿美元。南方电网

公司以自身内部资源和条件为基础，充分发挥公司

的区位及地缘优势，积极布局“一带一路”国家。南方

电网和东南亚特别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都进行

了广泛、深入的合作，与越南已形成 4 条通道、3 回

220kV、3 回 110kV 的送电通道向越南北部八省送

电；与老挝已形成 1 回 115kV 向老挝北部四省供电，

且通道建设正向高电压等级发展；与缅甸电力联网

提速，由缅甸瑞丽江一级水电站和太平江水电站输

入电力；目前正在积极推进 500kV 中老泰联网、

500kV 中缅联网、500kV 中越联网、中孟联网。南方电

网输电到老挝，使北部的 190 万无电人口于 2009 年

第一次用上了电③。

电力设备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袁电力国际贸易

开始起步遥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电力设备主要依赖

进口。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电力设备国际竞争力不

断提升。2013-2017 年的五年间，电力设备直接出口

总额 62.8 亿美元、技术直接出口总额 22.5 亿美元，

境外工程带动电力设备出口总额 177.7 亿美元、带

动技术出口总额 51.2 亿美元。2018 年，风电发电机

组出口 27,406 台，出口金额 5.5 亿美元。

新中国成立时的 1949 年，中国电力工业极为

落后，根本谈不上电力进出口贸易。开展电力国际贸

易，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电力互联互通，建成中俄、中

蒙、中吉、中越、中老、中缅等多条跨国输电线路。到

2018 年，电量出口 209 亿 kWh，出口金额 15.1 亿美

图 3 1949-2018 年电力工业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电力联合会《2018 年电力统计基本数据》绘制

②彭博新能源财经，Chinese Power Companies' Global Investment Strategies，2018 年 1 月 23 日

③南方电网公司相关资料，http://www.cs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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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要向香港（125 亿 kWh）、越南(16 亿 kWh)、蒙
古国(13 亿 kWh)、缅甸(5 亿 kWh)、老挝、朝鲜等国
出口；进口电量 57 亿 kWh、电力进口金额为 2.5 亿
美元，主要从俄罗斯（31 亿 kWh）、缅甸（16 亿

kWh）、香港（7 亿 kWh）、朝鲜（3 亿 kWh）等国进口。
中俄电力贸易相对引人注意，1992 年至今，27 年来
中国累计从俄购电 287.26 亿 kWh。

七、电力体制机制日趋完善
电力管理体制从完全管制到逐步放松管制袁体

制机制日趋完善遥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 1984 年，电
力工业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政企合一、国家独家垄断
经营，从电力投资到电力生产的“发售配输”各个环
节完全由中央政府独家经营，用电量计划配给，电力
价格中央政府制定，电厂和电网是基本的成本和生
产中心。1985 年以来，电力体制管制不断放松：集资
办电、政企分开、厂网分离。目前正在进行“放开两
头、管住中间”的电力体制改革，售电侧改革正在推
进，输配电改革也有所突破。放松发电侧管制，通过

“集资办电”，激发了社会力量投资发电领域的积极

性，使中国电力工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通过

“政企分开”、“厂网分离”改革，理顺了电力工业发展

的体制机制；放松售电侧管制，通过售电侧和增量配

网改革，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办电的积极性。

电力价格机制从政府定价逐步到市场定价袁价
格机制日趋合理遥（1）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到 1985

年，中国电力工业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政府分类制

定销售电价，没有区分上网电价和输配电价，电力价

格无法反映电力供求矛盾，也无法反映电力成本。

（2）从 1985 年到 2015 年，电力工业现代企业制度建

成，电力生产与传输逐步实行企业化运营管理。上网

电价逐步形成由政府定价的电价体系；销售电价管

理方式基本不变；输配电价没有单独核定。电网输送

成本通过销售电价和上网电价之差弥补。（3）2015

年以来，启动电力市场价格机制改革。不断放松电价

管制，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逐步由政府定价转变为

由市场竞争形成；输配电价由政府定价。2018 年，销

售电价由上网电价（49%）、输配电价（30%）、增值税

（14%）、政府基金及附加（4%）和线损（3%）构成。

中国电力工业 70 年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只有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首位，中国电力工业才

有不竭的发展动力；只有改革开放，电力工业才能不

断做大做强；只有不断创新、不断自我完善，中国电

力工业才能走向赶超世界、领先世界的成功发展之

路。当前，中国电力工业进入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

长动能、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迈入大机组、大电网、

智能化的新阶段，要以习近平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将中国电力

建成高效、清洁、安全、经济的高质量现代电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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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years of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of China's power industry

Abstract：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s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wer industry. It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node for China's power industry from small to large. In the
past 70 years, China's power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a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weak to strong, and it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in the world. First, the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has entered the world's advanced ranks since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world. The power
generation and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have increased by a thousand times, providing a reliable and
affordable power supply for China. Secondly, the power supply has entered a stage of high reliability, the
scale of the power grid has developed steadily, and the voltage level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creating a grid with the widest coverage, the most powerful energy resource allocation capability,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operation. Thirdly, the clean trend of power supply structure is obvious, the installed
scale and power generation of clean energy are continuously expanding, the power supply structure is
continuously optimized, and the renewable energy exceeds the total number of OECDs, is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Fourthly, the technical level and equipment capacity of the power industry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UHV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new energy generation grid-connected technology, nuclear
power technology and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production capacity have entered forefront of the
world. Ffthly, the pow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ave made signifcant
progress, and the power system has been improved.

Keywords：Per capita electricity consumption;Power generation;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Power
grid development;Power technology;Power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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