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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调查报告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机电工程系 



发电行业调查报告及专业分析 

一：电力供应能力再上新台阶，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二：电力生产供应平稳，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持续下降 

 



 

 



 

 

 

 

 



三：电力消费需求逐步回升，电力供需形势进一步宽松 

 

 



 

 



 

 

 



 

 

四：电力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升，污染物排放持续较大幅度下降 

电网科技创新方面： 

新开工±1100千伏准东至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

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工程; 

鲁西背靠背直流工程是目前世界上首次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柔性直流与常规直

流组合技术模式的背靠背工程，具有电能质量更高、控制更为灵活、配套换流站占地

小等优势; 

世界首个特高压 GIL综合管廊工程——苏通 GIL综合管廊工程已开工建设; 

自主研发的世界首个 200千伏高压直流断路器投入工程应用。 

电源科技创新方面： 



核电、超超临界火电等重大电力装备自主研制和示范应用取得积极进展，100万

千瓦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示范工程全面投产，机组发电效率超过 45%，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世界首台 60万千瓦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CAP1400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通用反应堆安全审评，“华龙一号”首堆示范工程

建设有序，核岛安装工程已正式开始，模块化小型核反应堆技术成为世界小堆发展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国首座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浙江仙居抽水蓄能电站，其机组的核心部件及

自动控制系统，均由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开发、制造。低风速风电技术和风机超长柔性

叶片应用，实现了发电能力与载荷的最佳匹配，大幅提高了风电机组的技术经济性。 

 



 

 

  



五：电力市场化建设有序推进，电价调控发挥积极作用 

 

2016年 3月份，北京、广州两大电力交易中心成立，标志着电力市场建设迈出关

键一步。截至 2016年底，除海南省外，我国已挂牌成立 31家省级电力交易中心。在

中央和地方共同推动下，发用电计划加快放开，发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积极参与，各

省级市场化电力交易陆续启动，初步统计全年市场化交易电量约 1万亿千瓦时，比上

年增长超过 1倍，占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到 19%左右。 

为降低社会企业生产成本，自 2016年 1月 1日起，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平均

下调 3分/千瓦时，全国一般工商业销售电价平均下调约 3分/千瓦时，大工业用电价

格不作调整。调整了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计费方式。加大可再生能源支持力度，

提高可再生能源基金征收标准，自 2016年 1月 1日起，各省(除新疆、西藏外)居民生

活和农业生产以外全部销售电量的基金征收标准由 1.5分/千瓦时提高到 1.9分/千瓦

时。 

核定全国统一的太阳能热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为 1.15元/千瓦时(含税)。降低 2017

年 1月 1日后新建光伏发电和 2018年 1月 1日后新核准建设的陆上风电标杆电价;对



非招标的海上风电项目，区分近海风电和潮间带风电两种类型确定上网电价。电价在

降成本、调结构、促减排中的调控作用更加突出。 

六：电力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低迷甚至负增长，经营状况不容乐观 

 

七：全球能源互联网逐步达成国际共识，国际交流合作取得新成绩 

http://news.bjx.com.cn/zt.asp?topic=%b5%e7%c1%a6%c6%f3%d2%b5


 

八：问题与挑战 

报告同时指出去年我国电力行业面临的严峻形势和诸多挑战： 

一是电力系统安全面临挑战。电源、电网没有统一规划，各类电源建设发展缺乏

统筹，新能源机组大规模集中并网带来一系列安全问题，而灵活调峰电源比重严重不

足;交直流电网发展不协调，“强直弱交”安全风险加大，部分地区主网架、配电网建

设滞后，电网运行过度依赖安全控制装置，生产运行中安全隐患较大;电力建设方面的

安全风险也开始逐步显现，必须警钟长鸣、高度重视。 

二是清洁能源发展任务艰巨。近年来，我国清洁能源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带

来大量清洁能源无法消纳的问题，2016年，全国弃水弃风弃光电量高达 1000亿千瓦时。

为实现我国碳排放对外承诺目标，未来较长时期内清洁能源需要保持较快增长;而我国

水能、风能、太阳能发电大基地与用电负荷地区逆向分布的特点决定了清洁能源资源

富集地区的大规模开发需要在全国范围配置消纳，必须尽快扭转当前重开发轻消纳、

源网不协调、大范围配置能力不强的局面，才能够实现清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电力产能过剩问题日益显现，电力企业经营面临挑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电力需求增速明显回落，而发电装机容量仍快速增长，导致电力产能过剩

问题日益凸显，加之受煤价上涨、发用电计划放开、宏观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电力

行业特别是火电企业经营压力增大。另外，受常规电源建设项目减少影响，电力建设

企业、常规电力装备企业国内市场竞争压力持续加大。 

四是推进改革进入深水区。目前，电力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在改革过程

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和矛盾，市场交易存在区域壁垒、行政壁垒，市场化定价面临行

政强行干预，以改革名义违规建设专用供电线路情况加重;市场化消纳可再生能源机制

和手段亟需建设;公共电厂与自备电厂不对等的市场定位与责任，影响了全局性系统运

行效益;政府对市场监管缺乏有效途径和手段。这些问题都在影响行业可持续发展。 

面对上述问题和挑战，电力行业必须遵循能源“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战略构想，

全面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和电力发展环境，继续推进电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优化

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满足有效需求，着力解决煤电产能阶段性相对过剩、清洁

能源消纳不畅、企业经营困难、市场化建设不规范和监管不到位等突出矛盾和问题，

不断提高电力行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努力实现电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总结：根据中电联权威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火电机组在国内增速将放缓，但海外扩展进一步加强，因此我专业需要着眼海外市场。 

2、 新能源发展迅速，建议增设一定新能源方向。 

3、 机组运行水平要求明显提高，因此对学生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