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2030年电⼒需求、电源结构及电⼒投资预测


“⼗四五”“⼗五五”是我国“碳达峰”的⼗年，多家机构对2025年和2030
年的电⼒需求、电源结构进⾏了预测。“先思录”也进⾏了相关分析，
主要过程和结论如下。

⼀、“⼗三五”时期电⼒消费情况和要点梳理

电⼒发展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回顾“⼗三五”时期的电⼒消费情况，可
以对“⼗四五”时期电⼒消费情况有⼀个⼤体判断。

表1、表2分别给出“⼗三五”时期各⽤电类别增速、⽤电结构及消费要
点情况。


（1）各年第⼆产业⽤电量增速低于当年全社会⽤电量增速，两
者的增速⽐（即,各年第⼆产业⽤电量增速/当年全社会⽤电量增速）
为0.75左右。2017-2020年第⼆产业⽤电量增量分别是0.19、0.32、
0.22、0.18万亿千瓦时，平均年新增电量约0.24万亿千瓦时。第⼆产
业中的⾼新技术和装备制造业⽤电量增速相对较快，四⼤⾼载能⾏业
⽤电量增速保持下降趋势。


（2）各年第三产业⽤电量增速⾼于当年全社会⽤电量增速，两
者的增速⽐（即,各年第三产业⽤电量增速/当年全社会⽤电量增速）
为1.70左右，2017-2020年均新增⽤电量840亿千瓦时。


（3）各年城乡居⺠⽤电量增速⾼于当年全社会⽤电量增速，两
者的增速⽐（即,各年城乡居⺠⽤电量增速/当年全社会⽤电量增速）
为1.65左右，2017-2020年均新增⽤电量710亿千瓦时。


（4）各年第⼀产业年均⽤电量增加值⼤约为80亿千瓦时。

表1. 2016-2020全国⽤电情况






表2. 2016-2020年全国电⼒消费要点







⼆、2025、2030⽤电量预测

采⽤“分类⽤电增量累加法”预测2025和2030年⽤电量需求。

对“分类⽤电增量累加法”的说明如下：

第⼀步：分别计算出三次产业及居⺠⽤电量年均增量基值。本⽂采⽤
2017-2020年各分类⽤电量增量值的平均值分别作为各类别⽤电基
值，分别是0.007、0.24、0.084和0.071万亿千瓦时。

第⼆步：分别设定2021-2025年、2026-2030年三次产业及居⺠⽤电
量的调节系数。调节系数设定主要参考政策要求、环保约束、科技发
展等综合因素。调节系数>1，说明政策⿎励，发展速度快于前阶
段；调节系数<1，说明政策严控，发展速度慢于前阶段。




本⽂的第⼀产业⽤电调节系数取值1.1，原因主要是考虑到在“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粮⻝安全为重中之重，新型农业、畜牧业等加
快发展，⽤电需求加快。


第⼆产业调节系数取0.9，原因主要是考虑到未来各地⽤能双控
政策的实施、对⾼载能产业差异化电价的清理、各地碳减排⼯作的开
展。


第三产业和居⺠⽤电的调节系数分别取为1.2、1.2，原因主要是
考虑到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建设深⼊推进，新基建⼤规模投⼊使⽤，
⽣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加快发展，社会电⽓化程度提⾼，⼈
均⽣活⽤电量快速增加等因素。


各次产业与居⺠⽤电量年均增量基值与各⾃调节系数的乘积，
分别成为2021-2025年、2026-2030年的计算⽤年均⽤电量增量。
2021-2025年各⽤电类别计算⽤年均⽤电量增量为0.0073、0.216、
0.101和0.085万亿千瓦时；2021-2025年各⽤电类别计算⽤年均⽤电
量增量为0.008、0.194、0.121和0.102万亿千瓦时。


第三步：计算各年的⽤电量及2021-2025年、2021-2030年的年
均增速、⽤电结构等指标。


采⽤“分类⽤电增量累加法”的计算结果如下：

表3. 2025年、2030年⽤电量预测结果




从测算结果可以看出，2025、2030年与2020年相⽐，第⼆产业

⽤电量占⽐持续降低，分别降低3和6.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电量占



⽐持续增加，分别提⾼1.7和3.6个百分点；居⺠⽤电占⽐持续提⾼，
分别增加1.2和2.7个百分点。“⼗四五”和“⼗五五”时期全社会⽤电量
增速分别是4.92%和4.51%。


笔者⼜采⽤“前4年增速滚动加权法”测算（前四年的权重由远及
近分别是0.1、0.2、0.3和0.4），测算结果是，2025年、2030年全社
会⽤电量分别是9.39和11.54万亿千瓦时，2021-2025、2021-2030
年增速分别是4.57%和4.39%。


两种⽅法相互验证。本⽂分析采取“分类⽤电增量累加法”的计算
结果。


三、2025、2030电源结构预测

本⽂预测以各类电源2015-2020年均新增装机为基础（考虑到⽣

物质、余热余温余压发电装机规模较⼩，本⽂预测忽略）。

表4. 2015-2020各类电源年新增装机（亿千瓦）




燃⽓发电年新增装机量为⽕电与煤电之差，为0.1亿千瓦/年。


各类电源利⽤⼩时数如下表：

表5. 各类电源利⽤⼩时数（⼩时）







利⽤⼩时数参考了2015-2020年各类电源的数据，煤电和⽓电在
“⼗五五”时期⼩时数减少，主要考虑到更多新能源发电并⽹后的电量
替代作⽤。


考虑到电⼒系统的消纳新能源能⼒，分析中，设定2021-2025年
各年新能源新增发电装机上限为1亿千瓦，2026-2030年各年新能源
新增发电装机上限为1.4亿千瓦。

考虑到核电和⽔电建设周期⻓，核电2021-2025年均新增装机规
模与2015-2020保持⼀致，2026-2030年均新增装机规模提⾼1
倍；同期⽔电年均新增装机规模为2015-2020年的1.5倍。

燃⽓发电由于可以为系统提供较好的调节性，有利于消纳新能源
发电，因此，需适度加快。2021-2025、2026-2030年均新增⽓
电装机规模⽐2015-2020年提⾼1倍。

根据以上主要边界条件，2025年和2030年的电源结构如下：

表6. 2025、2030年电源结构、装机占⽐及发电量占⽐ 



2025年、2030年，⾮⽕电发电量占⽐分别为40.4%、47.7%。

2021-2025,2026-2030年，煤电新增装机分别是1.45和0.86亿千

瓦，新能源（⻛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新增分别是5亿和7亿千瓦，
2021-2030年均新增装机1.2亿千瓦。


从以上分析可知，为实现“碳达峰”⽬标，未来⼗年我国电源结构
将发⽣深刻变化，主要包括：




1.⻛电、光伏发电年均装机将保持在1亿千瓦以上的增量，其装
机规模占⽐将从2020年的24%，增⻓到2025、2030年的35%和
45%。


2.煤电建设进⼀步减缓，煤电装机占⽐从2020年49.6%，持续
降低到2025、2030年的41%和33%。


3.核电在“碳达峰”过程中发挥正重要作⽤，特别是在“⼗五五”时
期，应该确保年均7-8台核电机组投产。


4.燃⽓发电需要保持⼀个倍增的发展速度，为⼤规模新能源发展
做好⽀撑作⽤。


5.⽔电由于我国已开发程度较⾼，今后需要保证每年有⼀定的投
产规模即可。


四、投资预测

下表给出近年各类电源造价数据。

表7. 主要电源类别千瓦造价（元/千瓦）




根据电源结构预测数据，可得到分电源投资规模如下表：

表8. 2021-2025,2026-2030年分电源投资情况（亿元）






从电源投资总量上看，“⼗四五”“⼗五五”时期年均电源投资规模

都有万亿元，要较⼤幅增⻓（⼗三五电源投资最⼤的2020年，也仅
为5244亿元），即未来⼗年电源年投资投规模都要较2020年翻番增
⻓。

下表给出了电源投资结构。

从电源投资结构上看，⻛光发电⽆限“⻛光”，占据半壁江⼭。2021-
2025年，2026-2030年，⻛光新能源发电投资占⽐分别是55%、
61%，⽽煤电同期仅为12%和5.6%。核电建设在2026-2030年必须
加快，同时⽓电也要加快。

表9. 2021-2025、2026-2030年电源投资结构




参考以往电⽹与电源投资⽐例关系，⼤致可以估算电⽹投资规

模。下表给出了“⼗三五”电⽹与电源投资情况。

表10. 2015-2020年电⽹、电源投资情况（亿元）






可⻅，除了2020年外，其余年份电⽹投资均超过电源投资。

2015-2020年平均⽹源投资⽐为1.45。照此计算，每年的电⽹投资将
在1.5万亿元左右。如果按照⽹源投资⽐为1计算，电⽹每年的投资规
模也在万亿元左右。


综上，“碳达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场资本的“盛宴”，需要
⼤量的资⾦，同时，也产⽣了⼤量的投资机会。每年电源和电⽹两类
投资规模都接近2万亿元，如何解决资⾦问题是⼀个核⼼问题。笔者
认为，⼀⽅⾯可以建⽴政府主导的“绿⾊转型基⾦”、⿎励绿⾊⾦融创
新等⽅法，另⼀⽅，可以考虑采取公共基础设施REITs等⾦融⼯具，
加⼤对存量的电源、电⽹基础设施的盘活，挖掘存量价值，减轻企业
和地⽅政府债务负担。


“碳达峰”对于电⼒系统⽽⾔，是⼀场势在必⾏的⾃我⾰命，将加
速从碳基能源主导向清洁能源主导转型，可以说这是⼀场改变电⼒系
统基因的⾰命。⾦融圈中，资本可以在⼆级市场靠“讲故事”实现“钱
⽣钱”，但在电⼒系统中，安全可靠是⼀切活动的前提和基⽯。因为
“碳达峰”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整体性、复杂性，肯定会有很多问题出
现，政策的、技术的、资⾦的等等，这需要各利益相关⽅协同发⼒，
更需要为曾经辉煌的煤电等“弱势”产业给予⽀持，为如此庞⼤的资
产、如此众多的⼈员找到新出路和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