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我国发电设备⾏业发展回顾及未来形势展望


2020年，在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各项政策措施的⼤⼒推动
下，我国经济运⾏稳步复苏，全社会⽤电情况持续好转。全年全社会
⽤电量7.51万亿千瓦时，同⽐增⻓3.1%。全国电源基本建设完成投
资同⽐增⻓29.2%，其中⽔电、⻛电、太阳能发电投资分别增⻓
19.0%、70.6%、66.4%，⽕电、核电投资分别下降27.3%、22.6%。


2020年，我国发电设备⾏业积极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
绕“六稳”、“六保”，⽣产经营快速回暖。1-3⽉份全国发电设备产量
同⽐下降12.9%，1-6⽉份发电设备产量同⽐增⻓18.9%，三季度以
来，随着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不断提⾼，以及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
展，1-9⽉份发电设备产量同⽐增⻓30.4%，1-12⽉份发电设备产量
同⽐增⻓36.5%。发电设备⾏业主动顺应清洁⾼效低碳、智能化、国
际化发展趋势，为电⼒⾏业⾼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撑。


⼀、2020年我国发电设备⾏业发展情况及“⼗三五”回顾


⼀.  ⾏业发展特点


1.产业规模：发电设备产量实现近四年以来⾸次正增⻓，创“⼗三
五”产量新⾼，其中新能源和可再⽣能源发展迅速。


根据机械⼯业发电设备中⼼统计，2020年全国发电设备（不含
光伏发电）⽣产完成11488.92万千瓦（按发电机计），同⽐增⻓
36.5%。其中，⽔电机组1706.57万千瓦，同⽐增⻓62.5%；⽕电机
组5027.29万千瓦，同⽐增⻓0.6%；⻛电机组4585.06万千瓦，同⽐
增⻓137.1%；核电机组170万千瓦，同⽐下降61.2%。 






图1：2016-2020年全国发电设备产量变化趋势图


（注：本报告发电设备产量指⽔电、⽕电、⻛电、核电设备机
组的总和，不包含光伏设备，以及不上电⽹的⼩型发电设备，以下
同）


  “⼗三五”期间，我国清洁能源发电设备产量⽐重稳步提⾼。⽕
电设备产量在发电设备中所占⽐重由2016年的73.2%降⾄2020年的
43.8%；⽔电设备产量占⽐由2016年的7.6%增⾄2020年的14.8%；
⻛电设备产量占⽐由2016年的16.3%增⾄2020年的39.9%；核电设
备产量占⽐在1.5%--5.2%之间波动。




图2：2016-2020年全国发电设备产量占⽐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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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三五”时期以来，我国积极稳妥发展⽔电，科学有序开发⼤型⽔
电，严格控制中⼩⽔电，加快建设抽⽔蓄能电站。但受⽣态红线和弃
⽔等因素影响，国内常规⽔电开发⼤幅降速。2016-2018年⽔电设备
产量处于较低⽔平，随着⽩鹤滩等⼤型⽔电机组的建设，2019年以
来⽔电设备产量明显增加。2020年⽔电机组产量1706.57万千瓦，同
⽐增⻓62.5%，主要增⻓点在单机容量10万千瓦及以上⼤型⽔电机
组，全年共完⼯7套百万千瓦级、14套30万千瓦级抽⽔蓄能机组，10
万千瓦及以上机组产量1360.4万千瓦，占全部⽔电机组的79.7%；10
万千瓦以下⽔电机组产量346.17万千瓦，与往年相⽐较为稳定。




图3：2016-2020年全国⽔电机组产量变化趋势图




表1：2016-2020年单机容量30万千瓦级抽⽔蓄能机组⽣产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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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三五”时期以来，我国严格控制煤电新增规模，以促进煤电
转型升级和有序发展，⽕电设备产量⼤幅回调。从2016年的8384.63
万千瓦下降⾄2019年的最低点4997.6万千瓦，下降幅度为40.4%。
2020年⽕电设备产量5027.29万千瓦，同⽐增⻓0.6%。“⼗三五”期间
国内企业共⽣产完成超超临界百万等级⽕电机组63台。






图4：2016-2020年全国⽕电机组产量变化趋势图


表2：2016-2020年超超临界百万等级⽕电机组⽣产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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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三五”期间，国家不断完善促进⻛电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电⾏业坚持创新发展和市场导向，⻛电产业得以迅速发展。2019
年以来，受三北地区弃⻛限电情况改善、补贴抢装、海上⻛电提速等
多重因素影响，⻛电机组产量爆发式增⻓。2019年⻛电机组产量
1933.41万千瓦，同⽐增⻓41.0%；2020年⻛电机组产量4585.06万
千瓦，同⽐增⻓137.1%。2019、2020年度分别并⽹装机2574万千
瓦、7167万千瓦，连创“⼗三五”以来新⾼。




图5：2016-2020年全国⻛电机组产量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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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


“⼗三五”期间，我国坚持安全⾼效发展核电的原则，稳妥推进项
⽬建设和核能综合利⽤。截⾄2020年底，国内在运核电机组48台
4989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18台1605万千瓦，核准未开⼯核电机组4
台482万千瓦。三代、四代核电设备⾃主化能⼒显著提升。⾼温⽓冷
堆、华⻰⼀号核⼼主设备全部完成⾃主化研制并完⼯交货，国和⼀号
CAP1400主设备陆续交货，示范快堆已交货常规岛发电机，其他关
键主设备将陆续研制完成。⽬前，国内⾸台华⻰⼀号机组福清5号已
投⼊商运，海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2号机组已达到临界状态，对我
国核电“⾛出去”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未来华⻰⼀号和CAP1400将
是我国⼤型核电机组建造的主⼒堆型。


“⼗三五”期间，国内新核准核电机组10台1262万千瓦(漳州、惠
州、CAP1400、昌江⼆期、三澳⼀期)。新核准项⽬远不能满⾜设备
企业的产能需求，核电设备产能放空较为严重。2020年，受疫情和
在建项⽬减少影响，核电主设备完⼯数量有较⼤幅度下降。常规岛⽅
⾯，共完⼯防城港4#、霞浦示范快堆1#核电发电机，⽯岛湾示范⼯
程1#核电汽轮机；核岛主设备⽅⾯，共完⼯蒸汽发⽣器3台、除氧器
1台、主泵3台、汽⽔分离再热器2台、堆芯补⽔箱2台、凝汽器2台。






图6：2016-2020年全国核电机组产量变化趋势图


 




表3：“⼗三五”期间核电发电机、汽轮机⽣产完成情况







05


“⼗三五”规划完成情况


对照“⼗三五”末我国各类电源发电装机容量和“⼗三五”规划装机
⽬标，2020年12⽉，国内常规⽔电装机3.39亿千瓦，完成规划装机
⽬标的99.6%；⻛电装机2.8亿千瓦，完成规划装机⽬标的1.33倍；
光伏发电装机2.5亿千瓦，完成规划装机⽬标的2.27倍；⽣物质发电
装机2952万千瓦，完成规划装机⽬标的1.97倍；煤电完成了2020年
控制在11亿千瓦以内的装机⽬标；抽⽔蓄能、燃⽓轮机、核电分别完
成装机⽬标的78.7%、89.1%、86.0%。


表4：各类电源“⼗三五”规划⽬标完成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中电联。

2.出⼝情况：出⼝稳中有升，但受煤电市场萎缩影响，出⼝规模
占发电设备⽐重仍然较低，新能源市场前景⼴阔。




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进⼀步下降，基础设施建设增速进⼀步
放缓，加之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业发展受到了诸多挑战，
发电设备出⼝市场开拓困难。全球碳中和背景下，煤电市场开拓压⼒
巨⼤，新能源市场前景⼴阔，但短期内，总量规模难以有⼤幅度增
⻓。2020年全国出⼝发电设备915.06万千瓦，同⽐增⻓10.7%，占
发电设备产量的8.0%。其中⽔电机组141.91万千瓦、⽕电机组689万
千瓦、⻛电机组84.15万千瓦，主要出⼝到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
国、⽼挝、越南、澳⼤利亚、加拿⼤等国。


⽬前我国发电设备出⼝规模仍处于低位，“⼗三五”期间年出⼝发
电设备平均值为823.8万千瓦，远低于“⼗⼆五”期间的年平均值
1616.2万千瓦；“⼗三五”期间出⼝机组占发电设备总产量的⽐重为
7.7%，远低于“⼗⼆五”期间的12.8%。  




图7：2016-2020年全国发电设备出⼝变化趋势图


3.⾼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持续推进，积极培育新兴产业，转型升
级动⼒与压⼒并存。


2020年，发电设备企业在新能源及节能环保设备、⽔电设备、
⾼效清洁燃煤发电设备、核电设备、氢能、储能、能源综合利⽤、企
业数字化升级、跨领域合作等⽅⾯，不断突破，推动企业在科技创新
与转型升级的道路上持续前进。




全年，哈电集团承建的迪拜哈斯彦4×600MW清洁燃煤电站项⽬
1号机组⼀次并⽹成功；⾃主研制的全球⾸台百万千瓦⽔轮机组⽩鹤
滩右岸⽔轮机进⼊安装阶段；承建的厄⽠多尔美纳斯⼤型⽔电项⽬⼟
建⼯程实现最终移交；⽣产了国内单机容量最⼤抽蓄机组⾸台座环蜗
壳；中⼴核“华⻰⼀号”示范堆⾸台稳压器成功发运；承建的我国最东
端极寒地⾸个⽣物质电站抚远⽣物质热电联产项⽬成功实现并⽹发
电；⽣产的世界⽇投煤量最⼤⽓化炉等⼀批重点项⽬关键部件顺利产
成发运；与⿊⻰江省签署“新能源产业项⽬”合作协议，打造国内领
先、世界⼀流的新能源产业板块；努⼒打造“互联⽹+服务”新引擎，
为⽤户提供准确、及时的产品全⽣命周期服务，加快推进企业从制造
业向制造服务业转型升级。


东⽅电⽓集团⾃主研制的全球⾸台百万千瓦⽔电机组精品转⼦
在⽩鹤滩⽔电站成功吊装；国内最⾼⽔头抽⽔蓄能机组发电电动机转
⼦成功吊装；国产⾸台F级50兆瓦燃⽓轮机实现满负荷稳定运⾏；亚
太单机容量最⼤10兆瓦海上⻛机实现商业运⾏；为“华⻰⼀号”全球⾸
堆示范⼯程福清核电5号机组成功研制蒸汽发⽣器、稳压器、汽轮发
电机组等核岛常规岛主设备；以燃料电池为核⼼实现氢能全产业链突
破，形成了⾃主知识产权的燃料电池膜电极、⾼功率密度电堆、燃料
电池系统核⼼技术体系；⼤⼒推进智能制造转型⼯程，打造国内⾸个
⼤型清洁⾼效发电装备智能制造数字化⻋间，成为⾏业智能制造数字
化⻋间示范引领⼯程，形成具有⾃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化解决⽅案。


上海电⽓集团承建的全球最⼤超超临界⼆次再热项⽬安徽平⼭
电⼚⼆期⼯程锅炉⽔压试验⼀次成功；承建的⾸台汽轮发电机组全⾼
位布置项⽬——神华陕⻄国华锦界三期2×660MW煤电⼀体化项⽬
5、6号机组相继并⽹发电；⽣产制造的国内⾸台⼀次中间蒸汽再热垃
圾发电汽轮机——康恒三河项⽬机组顺利完⼯发运；全旋转式海上单
叶⽚吊具在射阳港测试成功，⼀举打破了该领域的国外垄断；⽣产的
如东50台4.0MW海上⻛电机组全部并⽹；中标阿联酋装机容量最⼤
的光伏发电⼯程太阳能公园五期900MW独⽴发电项⽬；承建的濉溪
⽣物质热电项⽬正式进⼊试运⾏期；与上海核⼯程研究设计院共同签
署“CAP系列核级泵联合研发(试验)中⼼”共建协议；中标中国科学院
⼯程热物理研究所⾼效低碳燃⽓轮机试验装置国家重⼤科技基础设施



项⽬——单/多级压⽓机试验台；与国⽹上海电⼒联⼿打造的“能源魔
盒”项⽬实现多能协同互补和能源综合梯次利⽤；上海电⽓“e站通”电
商平台1.0版正式上线，“星云智汇”⼯业互联⽹平台2.0版正式对外发
布。


中国⼀重在清洁能源、冷链物流、固废处理等新产业持续发
⼒，短时间实现⻛电集成项⽬落地；承制的全球⾸台3025吨超级浆
态床浙江⽯化锻焊加氢反应器完⼯发运；获得智利10×3MW光伏发电
项⽬订单；重型H型钢开坯机组、⾼品质⼤型铝板轧机⼯作辊、不锈
钢复合钢卷撕分精抛线、鞍钢重轨⽣产线升级改造项⽬填补国内技术
空⽩；承制的达涅利越南和发QSP薄板坯连铸连轧项⽬，中标的⾸个
钛板热轧总包项⽬，⾃主设计制造的⾸台套950mm不锈钢全连轧⽣
产线分别突破了国际市场的空⽩和产品领域空⽩；向在建核电站提供
了80%以上的核电锻件，70%以上的反应堆压⼒容器。


国机重装承担的东⽅电机⽩鹤滩⽔电站、⻓⻰⼭抽⽔蓄能电站
项⽬铸锻件顺利交付；成功研制了福清核电5号、6号机组核岛设备主
泵泵壳、稳压器、换热器、电机等锻件以及常规岛发电机转轴锻件；
攻克了我国⾸台F级50MW重型燃机转⼦体锻件制造难题，成套提供
了压⽓机转⼦锻件和透平转盘锻件；⾃主研制的油⽓污染物处理装备
成功⽣产；成功签订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CRAFT）
TF线圈盒先⾏件AU3制造合同；成功冶炼⾸⽀100t级Cr12电渣锭，
打破了制约超超临界机组铸锻件完全国产化的瓶颈之⼀；成功研制了
C919⼤⻜机后机身Y型连接锻件。


⾦⻛科技供货的国家⻛光储输示范⼯程⼆期张尚50MW扩建项⽬
全部⻛电⼯程并⽹投运；供货的阿根廷⽶拉⻢尔（Miramar）⻛电场
项⽬正式进⼊商业运营期；第三代直驱永磁平台GP21⾸台GW165-
4.0MW样机成功并⽹；中标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准东煤矿洗选⼚
设备智能健康管理系统项⽬；与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智慧城
市、智慧能源、智慧⽔务、职业教育、⽂化体育等领域展开全⽅位合
作；与⽐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在储能应⽤领域展开深度跨界合作；牵头
制定的国际标准《微电⽹第3-1部分：技术规范-保护和动态控制》获
国际电⼯委员会分布式电⼒能源系统分技术委员会批准通过。




国内140⽶、160⽶⾼⻛电机组成功吊装，8MW、10MW⼤兆瓦
⻛电机组相继并⽹；湘电⻛能、明阳智能、中国海装等企业分别发布
了⾃主研发的8-11MW海上⼤功率⻛机新品；出现了中⼴核研究院、
明阳智能等致⼒于深远海漂浮式⻛电的课题与对应的基础、⻛机、海
缆技术创新；⻛电技改市场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发展。


浙富控股联合开发氢⽓循环泵及离⼼空压机系统，产品性能接
近国际先进⽔平；⾃主研发的⼴⻄⼤藤峡⽔利枢纽⼯程（⽔轮机）左
岸最后⼀台机组顺利接⼊⼴⻄电⽹投产发电；承担的乌⾥宾核燃料组
件⼚关键设备组件组装装置顺利交付；承接机电总EPC的亚洲第⼀⾼
⽔头⽼挝谢潘项⽬顺利商运。

4.经济运⾏：转型升级处于攻坚期，⽔⽕⻛核电设备企业盈利能
⼒表现不⼀，⾏业整体稳定上⾏。


2020年，国内发电设备主机企业⼯业总产值完成1339.8亿元，
同⽐增⻓25.6%。其中哈尔滨电⽓、东⽅电⽓、上海电⽓三⼤集团发
电设备板块共完成⼯业总产值933.9亿元，同⽐增⻓37.9%。发电设
备主机企业出⼝交货值完成96.3亿元，同⽐下降10.5%。


2020年，哈尔滨、东⽅、上海电⽓三⼤集团能源板块的营业收
⼊、利润较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增⻓。2020年三⼤集团能源板块
完成营业收⼊合计1189.1亿元，同⽐增⻓11.0%；利润总额合计47.8
亿元，同⽐增⻓31.8%；新增订单合计1880.7亿元，同⽐增⻓
28.4%。


2020年，燃煤发电市场急剧萎缩，⽣物质发电、余热锅炉等市
场增⻓较快，⼤部分主营⽕电设备制造的中⼩型企业，营业收⼊、新
增订单等指标不同程度下降；⽔电设备产量主要由⽩鹤滩等⼤型⽔电
项⽬⽀撑，产能向头部企业集中，⼤部分中⼩⽔电设备企业营业收
⼊、利润、新增订单等指标不同程度下降；核电⾏业受限于⾏业规模
以及政策影响，在⼿订单不⾜，设备产能远⾼于市场需求，部分企业
⽆法满⾜投资回报。


2020年，⻛电⾏业抢装潮进⼊冲刺期，⼤部分⻛电设备企业营
业收⼊、利润等指标⼤幅度增⻓。根据部分上市⻛电整机制造企业披
露信息，⾦⻛科技前三季度完成营业收⼊370.3亿元，同⽐增⻓
49.71%，实现归⺟净利润20.07亿元，同⽐增⻓30.07%；明阳智能



前三季度完成营业收⼊151.26亿元，同⽐增⻓109.79%，实现归⺟净
利润9.33亿元，同⽐增81.61%；运达股份前三季度完成营业收⼊
69.5亿元，同⽐增⻓156.7%，实现归⺟净利润6633.5万元，同⽐增
⻓115.2%。


⼆.  ⾏业发展⾯临的主要问题


1.“碳中和”背景下，⽕电市场紧缩，⽕电项⽬合同执⾏⻛险加
⼤，许多项⽬暂停，企业⽆法收回货款；项⽬暂缓导致设备制造⾯临
交货晚问题，继续投产制造⼜⾯临库存增加、产品积压问题，企业⽣
产处于两难境地；新签订单在“碳达峰”压⼒下，也⾯临执⾏⻛险。同
时，随着海外能源政策的转变，⽕电设备制造企业“⾛出去”的外部⻛
险不断增⼤。企业⾯临新能源转型问题，传统能源⼤发展红利消失，
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加之发电设备⽤钢、铜等原材料价格⼤幅上涨，
企业运营压⼒⼤。


2.⻛电抢装过程对⾏业冲击很⼤，⻛场吊机及进⼝轻⽊、轴承等
⽣产资料⽆法满⾜市场需求，且⻛电设备低价中标模式问题凸显，已
逐渐引发⾮理性竞争；⻛电⾏业技术创新时间不⾜恐带来技术和质量
⻛险，⼤容量机组技术的研发，⾼塔筒、⻓叶⽚、新材料的技术应
⽤，⽣产线的升级⾰新等，都需要⼀定的时间验证，新产品新技术应
⽤和考验时间不⾜，将会放⼤机组技术和质量⻛险。


3.近⼏年，核电企业发展空间萎缩，核电主设备价格变化剧烈，
部分设备价格腰斩，部分企业⽆法满⾜投资回报。⽬前核电新核准项
⽬数量不能满⾜国内核电设备制造企业的产能需求，⻓期以来培养的
核电⼈才流失，产品质量稳定⾯临考验。


4.发电设备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配套中⼩企业⽆法适应⽬前瞬息万
变的产业调整局势。当对应项⽬、订货量减少时，配套中⼩企业会选
择萎缩经营该产业或直接退出现有市场，给发电设备产业链供应链带
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5.国产零部件、原材料产品推⼴应⽤困难，由于电⼒业主指定要
求进⼝，造成国内研制成功的供应商始终没有业绩，陷⼊恶性循环。
部分零部件存在技术瓶颈，基础原材料主要依靠进⼝，受制于国外，



亟需解决“卡脖⼦”问题。阀⻔、管材、⼤型铸锻件、轴承等零部件、
原材料海外采购价格上涨，交货期也由外⽅制定，出现质量问题也是
听之任之，国内采购商处于被动局⾯。


6.企业⾯临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中美关系紧张，对外贸易存在
不确定性；各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汇率波动⻛险⼤；全球疫情管控
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未来形势分析


⼀.  形势预测


根据机械⼯业发电设备中⼼年初对企业在⼿订单执⾏情况的调
研，2021年全国发电设备预计⽣产完成约1.19亿千瓦，⽐2020年增
⻓约3.9%。其中⽔电机组约2000万千瓦，占发电设备的16.7%，同
⽐增⻓17.2%；⽕电机组约4800万千瓦，占发电设备的40.2%，同⽐
下降4.5%；⻛电机组约5000万千瓦，占发电设备的41.9%，同⽐增
⻓9.0%；核电机组约140万千瓦，占发电设备的1.2%，同⽐下降
17.6%。


2021年全国出⼝发电机组预计1000万千瓦，占发电设备产量的
8.4%。


3⽉5⽇的两会《政府⼯作报告》中提出：“扎实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各项⼯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动⽅案。优化产业结构
和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清洁⾼效利⽤，⼤⼒发展新能源，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国家将制定更加积极的新能源发展⽬
标，加快推动碳达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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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四五”时期，国家将加快清洁能源开发利⽤，因地制宜开发⽔
电。常规⽔电发展思路是以川、滇、藏等开发区域为重点，深⼊推进
⼤型⽔电基地建设，稳步推动藏东南⽔电开发，加快调节性能好的控
制性⽔库电站建设。将启动雅砻江、⻩河上游、乌江及红⽔河等⽔电
规划调整，加快⻰头⽔库建设。⽬前在建⽔电项⽬有⾦沙江乌东德、
⽩鹤滩、雅砻江两河⼝、⼤渡河双江⼝等⽔电站。⾦沙江旭⻰等⽔电
站正开展前期⼯作。


未来将充分发挥⽔电站群的调节能⼒，多能互补联合运⾏，促
进区域⻛、光等新能源消纳，推动达成⾼⽐例可再⽣能源发展⽬标。
抽⽔蓄能电站对于促进区域⻛、光等新能源消纳能有效发挥调节作
⽤，国家将加快推进抽⽔蓄能电站建设，增强系统储备调节能⼒。新
技术研发⽅⾯，⾼⽔头⼤容量机组、超⾼⽔头冲击式⽔轮发电机组、
⼤型可变速抽⽔蓄能机组、海⽔抽⽔蓄能机组等是企业继续攻关的重
点。


02


⽕电


近年来，我国⽕电设备产量⼀直保持低位回调态势。尽管⽬前
我国⽕电装机容量⽐重已经下降⾄56.58%，但是在2020年全国发电
总量中，⽕电发电量所占⽐重仍然⾼达68.52%，⽕电仍然是保障我
国电⼒安全和电⼒供应的绝对主⼒。根据能源转型的新形势，我国⽕
电⾼质量发展的重点应该⾸先放在煤电的“短板和弱项”，即对占煤电
总装机容量约三分之⼀的低效率⾼煤耗和灵活性不够的亚临界机组实



⾏创新升级改造，把亚临界机组的性能提升到超超临界机组⽔平，在
降低煤耗的同时，⼤⼤提升其调节的灵活性。


“⼗四五”期间，煤电受低碳发展⽬标的影响最⼤,煤电减排技术
将向⾼效、清洁、灵活、低碳和智能⽅向发展。⾮常规污染物控制技
术、⼆氧化碳减排控制技术、与可再⽣能源进⾏耦合发电技术等都将
成为重点研究对象。⽓电功能定位将向调峰电源不断倾斜,当前及⼀
段时期内主要⽅向将是燃机装备的完全⾃主化、国产化。⽣物质发电
需要进⼀步提⾼发电效率和可靠性,以满⾜供电成本和电⼒系统安全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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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伏


在“碳中和”及2030年“⻛光”总装机12亿千瓦以上双重⽬标下，
我国⻛电、光伏发电产业将迎来更加⼴阔的发展空间。未来⼗年，⻛
电产业年均新增装机规模预测5000-6000万千瓦，光伏产业年均新增
装机7000-9000万千瓦，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将达到17亿千瓦以
上。


根据近⽇国家能源局《关于2021年⻛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
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稿）》，2121年，⻛电、光伏发电量占全
社会⽤电量的⽐重达到11%左右，⽐2020年提升1.5个百分点左右。
今年将积极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分散式⻛电建设；加快⼭⻄晋北、
新疆准东、⻘海海南州、东北扎鲁特等存量新能源基地项⽬建设；加
快推进⻘海海⻄州、云贵川⽔⻛光⼀体化基地、⻩河⼏字弯等新增新
能源基地规划论证，启动⼀批条件成熟的项⽬建设；有序推动海上⻛
电发展，启动深海海上⻛电示范，各地积极出台海上⻛电投资补贴、
度电补贴等激励政策；启动⽼旧⻛电项⽬技改升级，重点开展单机容
量⼩于1.5MW的⻛电机组技改升级；创新推动示范项⽬建设，建设
⼀批离⽹型新能源发电项⽬，推进光伏+光热、光伏治沙、新能源实
验室平台、新能源+储能、新能源与氢能融合利⽤等示范⼯程。




⻛电、光伏发电规划⽬标已不是“⼗四五”的重点，其关键点在于
由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电设备制造企业应集中⼒量解决
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短板问题，进⼀步促进我国⻛电⾏业良性发
展。⽬前，单机容量3.0MW及以上机组是陆上主流机组，单机容量
4.0MW-6.0MW是海上主流机组，随着⾦⻛科技、明阳智能、东⽅电
⽓供货7.0MW、8.0MW、10MW级别海上⻛电机组，更⼤兆瓦的海
上⻛电机组将逐步被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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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


核电安全、清洁、环保，是我国保障电⼒安全、实现碳中和⽬
标的有⼒推⼿。两会《政府⼯作报告》提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
极有序发展核电。核电需要进⼀步提升安全发展⽔平,提⾼社会接受
度,并在继续提⾼供电效率的同时,着⼒解决核乏料的处理难题。随着
近两年核电项⽬的重启，中国具有完全⾃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
迎来批量化建设的新时期，市场前景⼴阔。根据现有核电发展条件，
建议“⼗四五”期间每年核准建设6—8台核电机组。


从⼤型核电⼚的技术路线来讲，“华⻰⼀号”和CAP1400将是我
国核电建造的主⼒堆型。压⽔堆、快堆匹配发展，与先进后处理技术
形成闭式燃料循环体系，是我国核能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堆在系统
简化等⽅⾯还有进⼀步改进的空间，未来更多应⽤于热电联供、区域
供热、海⽔淡化等。“⼗四五”期间应加⼤国内核电产业链培育⼒度，
加快国产化装备及零部件推⼴应⽤。提前布局四代堆及⼩堆关键技术
及装备的研发攻关，同时对⼀些“卡脖⼦”关键技术、核⼼部件和原材
料加⼤攻关，从政策及资⾦等⽅⾯⽀持国内有潜在供应能⼒的企业，
⼒争在下⼀轮核能竞赛中占据世界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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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进⼀步下降，基础设施建设增速进
⼀步放缓，发电设备出⼝市场开拓⼯作受到较⼤影响。国际贸易摩擦
对已有订单、已签约项⽬及潜在合作影响显现。全球碳中和背景下，
弃煤⼤潮持续，联合国将停⽌对煤电⼚的资助。⾏业企业需重新调整
和评估全球能源需求格局；注重国际经贸协定引发的贸易环境改变；
把握重构规律,强化供应链产业链韧性；积极创新调整,增强企业柔性
⽣产能⼒；做好合规经营,协⼒应对国际经贸摩擦。应加快发电设备
国内与国际产业标准融合，深化与亚、⾮、拉等国家合作，提升国际
影响⼒和竞争⼒，填补国内产能空缺，使发电设备产业稳定、良性持
续发展。随着“⼀带⼀路”倡议的深⼊实施，国家层⾯将通过建⽴能源
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助⼒企业开拓市场。


⼆   各省市“⼗四五”能源相关规划建议


2020年末⾄2021年初全国各地陆续发布了电⼒能源领域相关的
“⼗四五”规划建议，普遍提出要推进能源结构优化，淘汰落后及过剩
产能，⼤⼒发展⻛电、光电，未来我国电⼒清洁化趋势明显。


表5：各省市“⼗四五”能源相关规划建议汇总

地区 建议内容

上

海

优先将节能环保产业做⼤做强，持续推进能源结构优化，推动重点⾏业和
重点领域绿⾊化改造，加快培育符合绿⾊发展要求的新增长点，延展绿⾊经济产
业链。在公共领域全⾯推⼴新能源汽车，推进充电桩、换电站、加氢站建设，倡
导低碳绿⾊出⾏，加快构建与超⼤城市相适应的绿⾊交通体系。

天

津

推动绿⾊低碳循环发展。坚持⽤“绿⾊系数”评价发展成果，建设绿⾊低碳
循环的⼯业体系、建筑体系和交通⽹络，建⽴健全⽣态型经济体系。⼤⼒培育节
能环保、清洁能源等绿⾊产业，加快推动市场导向的绿⾊技术创新，积极发展绿
⾊⾦融。强化清洁⽣产，推进重点⾏业和重要领域绿⾊化改造，发展绿⾊制造。
制定实施⼒争碳排放提前达峰⾏动⽅案，推动重点领域、重点⾏业率先达峰。



⼭

东

在新能源新材料强省建设实现重⼤突破，以核电、氢能、智能电⽹及储能
等为⽀撑的新能源产业成为重要⽀柱产业，前沿新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先进基
础材料等产业竞争⼒显著增强，成为全国重要的新能源新材料基地。优化煤炭开
发布局和煤电结构，⼤⼒发展新能源和可再⽣能源、氢能，拓展外电⼊鲁通道，
稳步推动核电、海上风电项⽬建设。

⼭

西

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实施培育壮⼤新动能专项⾏动计划，加快构建
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做强做⼤信息技术应⽤创新、半导体、⼤数据融合创
新、碳基新材料等⽀柱型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光电、特种⾦属材料、先进轨道交
通装备、煤机智能制造装备、节能环保等⽀撑型新兴产业，全⼒培育⽣物基新材
料、光伏、智能⽹联新能源汽车、通⽤航空、现代医药和⼤健康等潜⼒型新兴产
业，打造⼀批全国重要的新兴产业制造基地。

浙

江

发展绿⾊低碳循环的全产业美丽⽣态经济。⼤⼒推进经济⽣态化，持续压
减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加快绿⾊技术创新，构建绿⾊制造体系，发展绿⾊建
筑，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推进重点⾏业和重要领域绿⾊化改造，推进服务业绿⾊
发展。

安

徽

加快推动绿⾊低碳发展。强化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制定实施我
省⼆○三○年前碳排放达峰⾏动⽅案，推进重点领域减煤，提⾼⾮化⽯能源⽐
重，防⽌出现上马⾼耗能产业冲动强烈问题。

福

建

促进绿⾊低碳发展。树⽴循环发展、永续发展理念，强化绿⾊发展的法规
和政策保障，推进经济⽣态化、⽣态经济化。⽀持绿⾊技术创新，全⾯推进重点
⾏业清洁⽣产和绿⾊化改造，促进全产业链和产品全⽣命周期绿⾊发展，深化绿
⾊园区⽰范创建，构建绿⾊制造体系。

湖

北

建设⼀批⼤型⽀撑电源，有序发展新能源和可再⽣能源。建设坚强智能电
⽹，优化输送通道布局，争取提⾼三峡电能湖北消纳⽐例，提升城市供电能⼒。
构建能源⽣产、输送、使⽤和储能协调互补的智慧能源系统。

湖

南

夯实能源保障⽹，积极争取“外电⼊湘”，纵深推进“⽓化湖南”，建设煤
炭、油⽓等能源储备基地，优化管⽹布局和能源调度。

四

川

统筹能源⽔利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中国“⽓⼤庆”、特⾼压交流电⽹、⽔风
光互补⼀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清洁能源⽰范省。

⼴

东

推动绿⾊低碳发展。统筹布局和优化提升⽣产、⽣活、⽣态空间，建⽴和
完善⽣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上线和⽣态环境准⼊清单“三线⼀
单”⽣态环境空间分区管控体系。培育壮⼤环保产业，推动绿⾊低碳技术创新和清
洁⽣产，推进绿⾊化改造，发展绿⾊建筑。推进能源⾰命，积极发展风电、核
电、氢能等清洁能源，建设清洁低碳、安全⾼效、智能创新的现代化能源体系。
倡导简约适度、绿⾊低碳的⽣活⽅式，开展绿⾊⽣活创建活动。制定实施碳排放
达峰⾏动⽅案，推动碳排放率先达峰。

⼴

西

构建多元能源保障体系。⼤⼒发展风电、太阳能、氢能等清洁能源，深度
开发⽔电，积极稳步发展核电，适度发展清洁煤电。建设智慧能源系统，加快综
合供能服务站建设，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



海

南

建设清洁能源岛。全⾯提⾼能源资源利⽤效率，推动形成绿⾊⽣产⽣活⽅
式。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及强度双控⾏动。⼤⼒推进产业、能源和交
通运输结构绿⾊低碳转型。⼤幅提⾼可再⽣能源⽐重。⼤⼒推⼴循环经济，发展
全⽣物降解、清洁能源装备等⽣态环保产业，推动昌江清洁能源产业园建设。

江

苏

优化能源结构，按照国家规划推进煤炭削减⾏动，推进⽓化⼯程和“外电⼊
苏”，整合资源、有序发展海上风电。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动计划。

内

蒙

古

加快推动绿⾊低碳发展。强化绿⾊发展法规、制度和政策保障，完善绿⾊
发展指标体系，⼤幅增加绿⾊发展在⾼质量发展⽬标考核体系中的⽐重。

江

西

聚焦光伏、锂电等领域，培育若⼲国际⼀流企业，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
集聚区。强化关键核⼼技术攻坚，⼒争在⾼性能储能材料等领域取得突破。

河

北

建设张家⼜国家可再⽣能源⽰范区、国家级氢能产业⽰范城市，以及构建
综合能源体系，加快清洁能源设施建设，推进坚强智能安全电⽹建设，完善油⽓
管⽹，强化能源安全保障能⼒；推动绿⾊低碳发展，推进排污权、⽤能权、⽤⽔
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实施清洁能源替代⼯程，⼤⼒发展光伏、风电、氢能
等新能源，不断提⾼⾮化⽯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重。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
放强度。

河

南

构建低碳⾼效的能源⽀撑体系，推进能源⾰命，谋划建设外电⼊豫新通
道，加快国家主⼲油⽓管道建设，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能源，建设沿黄绿⾊
能源廊道，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

⿊

龙

江

落实国家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动⽅案，新能源装机⽐重和消费占⽐⼤幅
提升，合理降低碳排放强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壮⼤新⼀代信
息技术、航空航天、⾼端装备、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新能源、⽣物技术、绿⾊
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培育新增长点。

吉

林

培育壮⼤战略性新兴产业。把握技术⾰命发展趋势，超前谋划由前沿技术
带动的新兴产业，突破移动信息⽹络、云计算和⼤数据、⼈⼯智能、⽣物⼯程、
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关键技术，培育壮⼤⼀批有核⼼竞争⼒的品牌产品和企
业。创新发展氢能、风能、太阳能、⽣物质能等新能源，整合东部抽⽔蓄能和西
部新能源资源，建设吉林“陆上三峡”⼯程，扩⼤“吉电南送”，撬动新能源装备制
造业发展。

辽

宁

培育壮⼤氢能、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效利
⽤，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加强辽河储⽓库群等能源储备基地和通道建设。

云

南

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绿⾊智能电⽹、能源互联⽹等能源基础
设施建设，实施“源⽹荷”⼀体化建设，促进能源就地消纳，完善能源产供销储体
系。优先布局绿⾊能源开发，加快建设⾦沙江、澜沧江等国家⽔电基地，加强“⽔
风光储”⼀体化多能互补基地建设，推进煤电⼀体化基地建设，化解电⼒结构性⽭
盾。

贵

州

⼤⼒发展基础能源和清洁⾼效电⼒,做优煤炭产业,扎实推进能源⼯业运⾏新
机制,推进煤层⽓、页岩⽓、氢能、地热能等加快发展,着⼒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效的能源体系。推进⼩⽔电绿⾊改造。强化⽔资源刚性约束,建设节⽔型社会。推
动燃煤发电机组改造升级,淘汰能耗和排放不达标机组。优化调整⽔电布局。



三.  电⽹及电⼒企业“⼗四五”规划⽬标


陕

西

调整优化煤电布局，积极发展风电、光电、⽣物质发电，加快陕北风光储
氢多能融合⽰范基地建设。加强输⽓管⽹、储⽓库和电⼒基础设施建设，扩⼤电
⼒外送规模。

⽢

肃

规划指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巩固发展新能源、新能源装备、新
材料等具有⼀定⽐较优势的新兴产业，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
基地和新材料基地，发展储能装置等具有较⼤潜⼒的新兴产业，加快氢能、动⼒
电池等产业化步伐。

宁

夏

开展煤炭、⽕电、钢铁、焦化、化⼯、有⾊、⽔泥等⾏业强制性清洁⽣
产。积极推进电⼒市场化交易。实施宁夏⾄华中特⾼压直流输电及配套新能源项
⽬，推进电⽹主⽹架升级加强，实施青铜峡抽⽔蓄能电站项⽬，建设宁夏能源
（煤炭）物流交易中⼼。

青

海

建成国家清洁能源⽰范省，发展光伏、风电、光热、地热等新能源，建设
多能互补清洁能源⽰范基地，促进更多实现就地就近消纳转化。发展储能产业，
贯通新能源装备制造全产业链，推动地热能、⼲热岩、页岩⽓等⾮常规能源产业
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


推动装备制造向系统集成制造升级，建设关键⼤型铸锻⽣产基地，巩固发
展专⽤机床等⾼端产品，配套发展光伏制造、风电装备，建设新能源汽车及配套
产业基地，培育壮⼤节能环保产业。


打造海南、海西清洁能源基地，推进黄河上游⽔能资源保护性开发，开展
⽔风光储等多能互补⽰范。

西

藏

加快雅鲁藏布江中游、澜沧江上游西藏段⽔电开发，研究推动雅鲁藏布江
下游⽔电规划建设并适时启动相关⼯程，加快推动⾦沙江上游（藏川段）清洁能
源外送通道建设。⽔电建成和在建装机容量突破1500万千⽡，加快发展光伏太阳
能、装机容量突破1000万千⽡。完善西藏电⽹⾻⼲⽹架，加强与西南电⽹互联。
科学开发光伏、地热、风电、光热等新能源，加快推进“光伏＋储能”研究和试
点，⼤⼒推动“⽔风光互补”，推动清洁能源开发利⽤和电⽓化⾛在全国前列。



表6：电⽹及电⼒企业“⼗四五”清洁能源规划⽬标




 


2021年是“⼗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逐步形成，发电设备⾏业将把握机遇，
坚持创新引领，加⼤关键核⼼技术攻关，提⾼“两链”稳定性和竞争
⼒，持续推进转型升级，践⾏绿⾊使命，助⼒我国电⼒⾏业平稳、健
康、⾼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献礼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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