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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数据报告（2021）》重磅推出，这是中电传媒能源情报研究中⼼连续六年出版中国能源⼤数据报
告。报告以⼤量图表、数据描述了我国能源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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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电⼒⾏业发展


本章作者   王雪⾠


⼀、电⼒⽣产 

1.全国发电量增速放缓


2020年全国电⼒⽣产供应能⼒稳步提升，供需总体平衡，结构进⼀步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全国发电量77790.6亿千瓦时1，同⽐增⻓3.7%，增速放缓，较上
年降低1个百分点。其中，⽕电发电量253302.5亿千瓦时，同⽐增⻓2.1%；⽔电发电量13552.1亿千瓦
时，同⽐增⻓3.9%；核电发电量3662.5亿千瓦时，同⽐增⻓5.1%。另据中电联全⼝径统计，⻛电、太
阳能发电量分别为4665、2611亿千瓦时，分别同⽐增⻓15.1%和16.6%。⽣物质发电量1326亿千瓦
时，同⽐增⻓19.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5-1  2011～2020年全国发电量及增速情况




2020年，可再⽣能源发电量达到2.2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电量的⽐重达到29.5%，较2012年增⻓9.5
个百分点。全国全⼝径⾮化⽯能源发电量2.58万亿千瓦时，同⽐增⻓7.9%，占全国全⼝径发电量的⽐重
为33.9%，同⽐提⾼1.2个百分点，⾮化⽯能源电⼒供应能⼒持续增强。




表 5 - 1   2 0 1 1～ 2 0 2 0年全国发电量结构（单位：亿千瓦时）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中电联）




2.全国电⼒装机规模达到22亿千瓦，同⽐增⻓9.5%


根据中电联发布的数据显示，截⾄2020年底，全国全⼝径发电装机容量22亿千瓦，同⽐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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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2011～2020年，我国发电装机累计容量从10.62亿千瓦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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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原因是⻛电、太阳能发
电等新能源新增装机创历史新⾼。






（数据来源：中电联。下同）


图5-2  2011～2020年全国电⼒装机及增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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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011～2020年全国新增电⼒装机容量情况




3.发电装机结构持续优化，⾮化⽯能源装机创历史新⾼


截⾄2020年底，全国全⼝径⽕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电3.7亿千瓦、核电4989万千瓦、并⽹⻛电2.8
亿千瓦、并⽹太阳能发电装机2.5亿千瓦、⽣物质发电2952万千瓦。

全国全⼝径⾮化⽯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合计9.8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重为44.8%，⽐上年提⾼
2.8个百分点。煤电装机容量10.8亿千瓦，占⽐为49.1%，⾸次降⾄50%以下。




表 5 - 2   2 0 1 1～ 2 0 2 0年全国电⼒装机结构（单位：万千瓦）



从装机增速看，2020年，⽕电装机同⽐增⻓4.7%，较上年增速⾼出0.7个百分点。⻛电装机同⽐增⻓
34.6%，较上年增速提升21个百分点。太阳能发电以24.1%的速度增⻓，较上年增速⾼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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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增⻓3.4%。






图5-4  2011～2020年全国电⼒装机增速情况

 






图5-5  2011～2020年全国电⼒装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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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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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伏、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等多项指标保持世界第⼀。2021年4⽉，我国
在领导⼈⽓候峰会上承诺，“中国将严控煤电项⽬，‘⼗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五五’时期逐步减
少。”电⼒⾏业将加速低碳转型，发挥煤电保底的⽀撑作⽤，同时，要继续推进机组灵活性改造，加快煤
电向电量和电⼒调节型电源转换，实现煤电尽早达峰并在总量上尽快下降。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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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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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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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并⽹⻛电装机规模创新⾼。新增⽔电和核电装机
分别1323、112万千瓦。新增⽣物质发电装机543万千瓦。




表 5 - 3   2 0 1 1～ 2 0 2 0年各类发电新增装机情况（单位：万千瓦）




2020年，新增发电装机以新能源为增量主体。并⽹⻛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合计11987万千瓦，超过
上年新增装机总规模，占2020年新增发电装机总容量的62.8%，连续四年成为新增发电装机的主⼒。
2020年包括煤电、⽓电、⽣物质发电在内的⽕电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29.53%，与2015年相⽐降
低21个百分点；⽔电新增装机占⽐为6.93%。






图5-6  2015年与2020年新增电⼒装机结构对⽐

到“⼗四五”末，预计可再⽣能源发电装机占我国电⼒总装机的⽐例将超过50%。可再⽣能源在全社会⽤
电量增量中的占⽐将达到三分之⼆左右，在⼀次能源消费增量中的占⽐将超过50%，可再⽣能源将从原
来能源电⼒消费的增量补充，变为能源电⼒消费的增量主体。




⼆、电⼒消费 

1.全社会⽤电量同⽐增⻓3.1%，增速趋缓


2020年，我国全社会⽤电量平稳增⻓，增速略缓。根据中电联数据，2020年，全社会⽤电量75110亿千
瓦时，同⽐增⻓3.1%。受疫情影响，2020年电⼒需求和电⼒供应都出现了诸多变数，呈现出不确定
性，尤其是第⼆、三产业受冲击较⼤。下半年随着复⼯复产、复商复市持续推进，⽤电需求较快回升。

“⼗三五”时期全社会⽤电量年均增⻓5.7%，较“⼗⼆五”时期回落0.6个百分点。2015年是“⼗三五”的开
局之年，我国宏观经济调速换挡，进⼊发展新常态，增⻓⽅式发⽣转变，当年全社会⽤电量5.69万亿千
瓦时，增速回落⾄0.96%，为多年来最低值。2016年后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全社会⽤电量增速回升，
2019年全社会⽤电量增速增⻓⾄4.47%。2020年因突如其来的疫情，⽤电需求再次受到影响，随着经济
在第⼆季度实现恢复性增⻓，全社会⽤电量增速回升，全年增速达到3.1%。






图5-7  2011～2020年全国全社会⽤电量及增速情况






图5-8  2018～2020年全国全社会⽤电量季度增速

2020年各季度全社会⽤电量增速分别为-6.5%、3.9%、5.8%、8.1%。⽤电量季度变化整体趋势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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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2021年是“⼗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之年。疫情变化和外部
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我国经济⾯临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能源发展也将进⼊



关键期。在2020年低基数情况下，预计2021年全国电⼒供需总体平衡、局部地区⾼峰时段电⼒供应偏紧
甚⾄紧张。2021年全社会⽤电量增速前⾼后低，全年增⻓6%～7%。


2.第⼀产业和居⺠⽤电拉动作⽤明显，电⼒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020年，第⼆、三产业⽤电增幅较⼩。分产业看，第⼀产业⽤电量859亿千瓦时，同⽐增⻓10.2%，是
唯⼀实现两位数增⻓的产业。第⼆产业⽤电量51215亿千瓦时，同⽐增⻓2.5%。第三产业⽤电量12087
亿千瓦时，同⽐增⻓1.9%。城乡居⺠⽣活⽤电量10950亿千瓦时，同⽐增⻓6.9%。

表 5 - 4   2 0 1 1～ 2 0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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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产业⽤电增速分别为2.5%、1.9%，增速较2019年分别下降1.3、7.6个百分点。2020年第⼆产业
各季度⽤电量增速分别为-8.8%、3.3%、5.8%、7.6%，复⼯复产拉动各季度增速持续回升。⼯业⽤电
恢复成为拉动⽤电量增⻓的重要⼒量。2020年三、四季度，⾼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电增速⼤幅攀升，拉
动全社会⽤电量快速增⻓。第三产业各季度⽤电量增速分别为-8.3%、0.5%、5.9%、8.4%，随着复商
复市的持续推进，第三产业⽤电量增速逐季上升。⽐较突出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
量同⽐增⻓23.9%。得益于⼤数据、云计算、物联⽹等新技术快速推⼴应⽤，促进了线上产业的⾼速增
⻓。

⼀产和城乡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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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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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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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活⽤电量在第⼆、四季度快速增⻓。各季度
增速分别为3.5%、10.6%、5.0%、10.0%。






 图5-9  2018～2020年分产业⽤电量增速情况




在全社会⽤电量保持平稳增⻓同时，电⼒消费结构正⽇趋优化。第⼆产业⽤电⽐重逐步收缩，第三产
业、居⺠⽤电⽐重逐步增⼤。随着新兴服务业进⼀步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活⽔平的提⾼，⽤电结构将
进⼀步向三产和居⺠⽤电倾斜。

表 5 - 5   2 0 1 8～ 2 0 2 0年全社会⽤电结构



2020年⻄部地区⽤电增速领先，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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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电量为正增⻓，其中，云南、四川、⽢肃、内蒙古、⻄藏、
⼴⻄、江⻄、安徽等8个省（区）增速超过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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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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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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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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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6  2011～2020年发电设备利⽤⼩时数（单位：⼩时）


2020年⽔电设备利⽤⼩时数为历年来⾸次突破3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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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设备利⽤⼩时数中煤电4340⼩时，同⽐降低89⼩时。伴随输配电能⼒的增强，跨区域送电量规模快
速增⻓，⽀撑了⼀定⽕电发电，⽕电发电量平稳增加，但在总发电量中占⽐继续下降。受电⼒供需区域
性差异以及可再⽣能源上⽹电量挤占影响，⽕电机组利⽤效率仍旧偏低。2020年新基建加速发展，部分
特⾼压投产，煤电的定位由主体电源向基础性电源转变，提供更多的调峰调频服务。2020年各地的电⼒
容量市场、电⼒辅助服务市场的建⽴和完善，也将为煤电定位的转变提供政策⽀持。






图5-10  20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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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亿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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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线损率再创新低。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国线损率5.62%，同⽐下降0.31个百分点，
继续保持在6%以下，已经达到《电⼒发展“⼗三五”规划》中“到2020年，电⽹综合线损率控制在6.5%以
内”的⽬标。通过电⽹设施改造更新等技术⼿段，以及更加科学的管理考核等诸多措施，全国线损率⼗年
累计降低0.9个百分点。在全社会⽤电量超过7.5万亿千瓦时的情况下，这⼀成绩单相当于每年节约⽤电
676亿千瓦时。






 图5-11  2010～2020年供电煤耗情况




 图5-12  2011～2020年线损率情况




表 5 - 7   2 0 1 1～ 2 0 2 0年电⼒⾏业能耗情况




电⼒⾏业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燃煤电⼚超低排放改造持续推进，全国超低排放煤电机组累计达9.5亿千
瓦。据中电联统计，2019年，烟尘排放总量同⽐下降14.29%，⼆氧化硫排放总量下降10.1%，氮氧化
物排放总量下降3.13%。近⼗年来，污染物排放下降明显。




表 5 - 8   2 0 1 1～ 2 0 1 9年电⼒⾏业排放总量情况（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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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9   2 0 1 1～ 2 0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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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能替代再创新⾼。2020年，国家电⽹实现电能替代电量超过2000亿千瓦时，终端电⽓化⽔平达到
27%。南⽅电⽹实现电能替代电量314亿千瓦时，其中⼴东207亿千瓦时。“⼗三五”期间全国电能替代规
模超过8000亿千瓦时，占新增⽤电规模的44%。


三、电⼒基建 

1.电⼒总投资同⽐增⻓9.6%，为近⼗年最⾼⽔平


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5244亿元，电⽹基本建设投资完成4699亿
元，两项合计投资达到9943亿元，同⽐增⻓9.6%。这是在2016～2018年投资接连收缩后的第⼆年增
⻓。

表5-10  2011～2020年全国电⼒投资情况（单位：亿元）

从近⼗年数据来看，电⼒投资总体呈增⻓态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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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3  2011～2020年全国电⼒投资总量及增速情况




2.电⼒投资结构再次调整，⽹源投资差距继续缩⼩


2020年全国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占电⼒投资⽐重的53%，较上⼀年增加8个百分点；电⽹基本建设投资占
电⼒投资的⽐重为47%，较上⼀年降低8个百分点。




图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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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投资持续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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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2011～2020年电⽹电源投资变化情况

据部分发电集团的“⼗四五”新能源装机规划数据，未来全国⻛能、太阳能、⽣物质能等⾮化⽯能源的投
资和开发⼒度会提速，带动上下游及电⽹投资增⻓。新基建的重点领域，新能源汽⻋充电桩投资⼒度会
继续加⼤，也将带动电⽹投资以及⻋⽹协同发展。


3.新能源投资⼤幅上扬，⽕电投资连续五年下滑


2020年全国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5244亿元，同⽐增⻓29.2%，可再⽣能源投资⼤幅上涨。其中，⽔电
投资1077亿元，同⽐增⻓19.0%；⻛电投资2618亿元，同⽐增⻓70.6%，投资受到2020年⻛电光伏平
价上⽹项⽬的拉动；⽕电投资553亿元，同⽐下降27.3%，降幅进⼀步扩⼤，这与能源转型、严控新增
煤电投资政策及煤电投资回报下降关系较⼤；核电投资378亿元，同⽐降低22.6%，成为近⼗年的最低
⽔平，与2008年投资额同在400亿元内。

近⼗年来，电源投资结构也出现明显变化，其中，⽕电投资有五年占⽐排名第⼀，⽔电有⼆年占⽐第
⼀，⻛电有⼆年占⽐第⼀。






图5-16  2011～2020年不同电源投资情况 



4.电⽹投资同⽐降低6.2%，为“⼗三五”期间最低⽔平


2020年全国电⽹基本建设投资完成4699亿元，投资持续减少，同⽐降低6.2%，较2019年降低313亿
元，成为“⼗三五”期间最低投资额，与“⼗⼆五”末电⽹投资额相当。回看近⼗年，电⽹投资呈现倒V形，
“⼗⼆五”期间整体呈上升趋势，“⼗三五”期间整体呈下降趋势。

2020年全国新增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22288万千伏安，⽐上年少投产1526万千伏安，同⽐减少
6.4%；全国新增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度3.5万千⽶，与上年投产量相当，同⽐减少2.5%；新
增直流换流容量5200万千瓦，⽐上年多投产3000万千瓦，同⽐上升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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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增⻓为4.9%；全国220千
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度达到79.4万千⽶，同⽐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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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2011～2020年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情况








图5-18  2011～2020年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度情况




近年来电⽹投运规模增速保持在较低⽔平，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输电线路回路⻓度增速均在
5%以内。新增规模波动幅度不⼤，基本保持近⼏年平均⽔平，变电设备增量持续超过2亿千伏安，输电
线路回路⻓度增⻓超过3.5万千⽶。

特⾼压建设⽅⾯，2020年，⼭东-河北环⽹、张北-雄安、蒙⻄-晋中、驻⻢店-南阳（配套）、乌东德-⼴
东、⼴⻄（简称“昆柳⻰直流⼯程”）、⻘海-河南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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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全国供电服务质量稳步提升。上半年全国平均供电可靠率99.8869%，同⽐上升0.0323个百分
点；⽤户平均停电时间4.94⼩时/户，同⽐减少1.38⼩时/户，其中故障平均停电时间2.45⼩时/户，预安
排平均停电时间2.49⼩时/户。上半年城市地区平均供电可靠率99.9554%，⽤户平均停电时间1.95⼩时/
户；农村地区平均供电可靠率99.8614%，⽤户平均停电时间6.05⼩时/户。

2020年，“获得电⼒”服务⽔平持续提升，⽤电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我国营商环
境排名连续⼤幅跃升，2019年排⾄第31位，其中“获得电⼒”排名由2018年的98位跃升⾄第12位，被世
界银⾏评价为“已接近或位于全球最佳实践的前沿”。


四、电⼒体制改⾰ 

我国已初步形成在空间范围上覆盖区域、省级，在时间周期上覆盖年度、⽉度、⽉内的中⻓期交易及⽇
前、⽇内实时电⼒现货交易，在交易标的上覆盖电能量、辅助服务、可再⽣能源消纳权重等交易品种的
市场体系结构。2020年，我国电⼒市场参与主体不断增多，电⼒市场化交易规模及占⽐持续扩⼤，交易
机构股份制改造取得积极进展，市场开放度显著提升，市场活⼒进⼀步释放。




1.输配电价监管体系基本完善


2020年1⽉，国家发展改⾰委印发《区域电⽹输电价格定价办法》和《省级电⽹输配电价定价办法》。
据此定价办法，在完善定价制度、严格成本监审的基础上，9⽉核定了第⼆监管周期5个区域电⽹输电价
格，制定出台了省级电⽹第⼆监管周期输配电价，印发了《关于核定2020～2022年区域电⽹输电价格的
通知》《关于核定2020～2022年省级电⽹输配电价的通知》，考虑到2020年应对疫情降电价（电费）
的影响，新的输配电价从2021年起执⾏。这标志着我国输配电价监管体系基本完善。与第⼀监管周期相
⽐，第⼆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核定在诸多⽅⾯取得了重要突破，表现为“⼀个全⾯、三个⾸次”，即全⾯完
善了定价规则，规范了定价程序，实现了严格按机制定价；⾸次实现了对所有省级电⽹和区域电⽹输配
电价核定的⼀次性全覆盖，⾸次核定了分电压等级理论输配电价，⾸次将“⽹对⽹”外送输电价格纳⼊省
级电⽹核价。


2.电⼒交易机构股份制改造提速


2020年2⽉，国家发展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推进电⼒交易机构独⽴规范运⾏的实施意⻅》，
明确电⼒交易机构单⼀股东持股⽐例不得超过50%。截⾄2020年7⽉，国家电⽹公司经营区内北京电⼒
交易中⼼和27家省级电⼒交易机构全部完成股份制改造，28家电⼒交易机构共引⼊⾮电⽹企业股东超过
240家，四成电⼒交易机构引⼊⺠营企业参股，国家电⽹公司对28家电⼒交易机构的持股⽐例全部降⾄



80%以下。其中，北京电⼒交易中⼼增资协议签约，引⼊10家投资主体，国家电⽹公司股权被稀释⾄
70%。

2020年9⽉，⼴州电⼒交易中⼼有限责任公司增资项⽬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正式披露。本次增资完成后，
南⽅电⽹公司持股⽐例约为39%，南⽅五省区政府出资企业持股⽐例约39%，新进不超过7家投资者合
计持股不超过22%。⼴州电⼒交易中⼼有望成为全国⾸家实现电⽹企业持股⽐例低于50%的电⼒交易机
构。


3.电⼒中⻓期交易规则更加完善


2020年6⽉，国家发展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电⼒中⻓期交易基本规则》，对2016年发布的
《电⼒中⻓期交易基本规则（暂⾏）》进⾏了修订，重点从市场准⼊退出、交易组织、价格机制、安全
校核、市场监管和⻛险防控等⽅⾯进⾏补充、完善和深化，新增“配售电企业、储能企业”等市场成员，
新增⽉内（多⽇）交易周期，提出“滚动撮合交易”这⼀交易⽅式和“允许探索容量市场和容量补偿机制的
设计”，⽤户侧购电价格增加了辅助服务费⽤，丰富了交易周期、交易品种和交易⽅式，优化了交易组织
形式，提⾼了交易的灵活性和流动性。


4.电⼒现货市场开展⻓周期结算试运⾏


继2019年全国⾸批8个电⼒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全部启动结算试运⾏之后，2020年，试点连续结算试运⾏
的周期进⼀步拉⻓，同时相关配套规则进⼀步完善。2020年3⽉底，国家发展改⾰委办公厅、国家能源



局综合司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电⼒现货市场试点连续试结算相关⼯作的通知》。4⽉30⽇，⽢肃电⼒现
货市场结算试运⾏在稳定有序运⾏43天后退出，率先完成⻓周期结算试运⾏。6～7⽉，福建实现全⽉连
续结算试运⾏。8⽉，⼭⻄、南⽅（以⼴东起步）电⼒现货市场开展了⾸次全⽉结算试运⾏，标志着试
点⾛向实际现货市场运⾏更近⼀步。其中，南⽅（以⼴东起步）试点是全国唯⼀实现发⽤两侧同时参与
的市场，与其他7个试点有显著区别。11⽉，⼭东实现全⽉结算试运⾏，并试⾏容量补偿电价，取得了
初步效果。


5.电⼒辅助服务市场实现全国全覆盖


2020年，全国范围基本建⽴电⼒辅助服务市场机制，完成《完善电⼒辅助服务补偿（市场）机制⼯作⽅
案》主要⽬标。⼀是覆盖范围进⼀步扩⼤，实现全国全覆盖。区域省间辅助服务市场⽅⾯，国⽹经营区
内除⻄南区域外，其他五个区域相继出台了区域省间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其中，华中电⼒调峰辅助
服务市场4⽉⾸次开展调电结算试运⾏。南⽅区域统⼀调频辅助服务市场系统于11⽉17⽇正式投⼊运
⾏，是全国⾸个上线运⾏的区域调频市场系统，该调频市场预计年底启动试运⾏。省内辅助服务市场⽅
⾯，国⽹经营区内除上海、四川、⻄藏三省市外，其余省份均出台了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4⽉，福
建调频辅助服务市场在试运⾏⼀年后转⼊正式运⾏。5⽉，湖南省电⼒辅助服务市场启动模拟运⾏。6
⽉，《湖北电⼒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试⾏）》印发。11⽉，《江⻄省电⼒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
则（试⾏）》印发；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修订《河北南⽹电⼒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是市
场参与主体⽇趋多元。河北、浙江、安徽等13个省级和1个区域级市场明确了需求侧响应资源和储能的
市场主体地位。三是主要为调峰辅助服务，部分省市开展了调频辅助服务和备⽤辅助服务。五个区域全



部开展了省间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湖南省开发了适应湖南电⽹的深度调峰交易、启停调峰交易、旋转备
⽤交易和紧急短时调峰交易四个交易品种。


6.增量配电改⾰稳步前⾏


⾃增量配电改⾰启动以来，国家发展改⾰委、国家能源局分五批次明确了459个试点，其中，国⽹范围
内试点483个，陆续发布⼆⼗余份⽂件，从项⽬业主确定、配电区域划分、增量配电⽹投资建设与运
营、部分试点退出等多⽅⾯予以指导和规范，并展开项⽬督查，但总体看，增量配电业务虽稳步前⾏，
取得初步成效，但总体效果不及预期。⽹对⽹的身份与电价、调度、存量资产处置、难以接⼊电源等问
题制约项⽬试点落地。据《2020年增量配电发展研究⽩⽪书》统计，在前四批404个试点中，取消24个
试点、202个试点确定招标⽅式、250个试点确定业主、118个试点公布股⽐、150个试点确定供电范
围、138个试点取得电⼒业务许可证（供电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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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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