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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高压发展历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2004-2010年为试验阶段，注重特高压工程的研究
工作；2011-2018年共经历了两轮高峰期，提出“三横三纵一环”规划，核准与开工大量特高
压工程；2018年至今为高速发展期，特高压建设大幅加速，为“新基建”助力

特高压输电的发展历程是什么？

政策助力特高压发展，2021-2022年中国各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特高压输电的发展，密集出台
相关政策，推动特高压项目的建设，加快构建以特高压为载体的现代能源体系；需求拉动特
高压发展，随着疫情后经济复苏，用电量将持续增加，跨区输电需求将上升，特高压建设将
迎来新高峰，“十四五”清洁能源大基地规划也需特高压来担任能源搬运任务

特高压输电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中国特高压产业上游为原材料及电源控制端，主要影响特高压设备的成本，中游为特高压输
电设备，分为直流、交流与配套器件，行业集中度高，下游主要为电网行业，为垄断市场

特高压输电的产业链组成？

报告要点速览

2020年中国提出“新基建”概念，并将特高压列入其中，2021年为实现双碳目标制定九大能源基
地建设规划，增加了对特高压输电的需求，项目建设力度加大，特高压新一轮高峰即将来临，
本篇报告主要回答特高压输电领域近期关注的问题，主要涉及：

1. 特高压输电的发展历程是什么？

2. 特高压输电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3. 特高压输电的产业链组成？

观点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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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中国特高压发展历程

中国特高压发展历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2004-2010年为试验阶段，注重特高压工程的研究工作；2011-
2018年共经历了两轮高峰期，提出“三横三纵一环”规划，核准与开工大量特高压工程；2018年至今为高速
发展期，特高压建设大幅加速，为“新基建”助力

中国特高压发展经历四个阶段

特高压项目投资规模

2004

试
验
阶
段

2014年-2017年 2018年及以后

十二五期间6交10直的核准推动特高压第二轮高峰期来临，国家能源局为推动大气污染防治计划推
出12条重点输电通道建设，其中四交四直为特高压工程

2014

2018

特高压工程研究进入实质阶段，大力推进基础建设，特高压试验示范陆续建设和输变电设备方案
被列入国家能源工作要点，特高压输电技术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

2004-2010年

2014年中国首个特高压重大工
程标准化示范项目通过验收；
国家电网中标巴西和美洲第一
回特高压输电线路

2005年国家电网公司正式启动特高压工
程研究，成立顾问小组 2006年核准首条特高压交流和直流线路，

并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正式投产

2017年12月25日上海庙-山东特高压直流工程建成，
标志着国家电网纳入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特
高压交直流工程已经全面竣工，特高压电网取得里程
碑进展

2018年国家能源局规划“七交五直”十二条特高压线路，2020年特高压成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加
大项目建设推进力度，“十四五”期间特高压规划总投资3800亿元，建设特高压工程“24交14直”高

速
发
展
期

第
二
轮
高
峰
期

2011

第
一
轮
高
峰
期

“十二五”期间特高压第一轮建设高峰期来临，坚强智能电网建设周期开启，提出“三横三纵一环”规
划、大气污染防治“四交五直”规划，核准6交10直，开工“两交三直”特高压线路

2011年特高压交流系
列标准获中国标准创
新贡献一等奖

2012年特高压被列入《大气污
染防治计划》，特高压输变电
设备入选《重大技术装备自主
创新指导目录》

2013年国际电工委员
会宣布特高压交流电
压为国际标准电压

2011-2013年

2022年特高压建设将大幅加
速，国家电网计划开工“10交
3直”共13条特高压线路

截至2022年初，七交五直项目中已有三条直流建成
投运，另外两条相继于2020年末和2021年中获得核
准，七条交流项目中仅有两条线路建成投运，两条
尚未获得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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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特高压驱动因素——需求拉动

随着疫情后经济复苏，用电量将持续增加，跨区输电需求将上升，特高压建设将迎来新高峰

n 中国用电量持续增长

中国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2021

年全中国用电量逐年递增，2020年受疫情影响增速放缓，

但仍呈正增长态势，2021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3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10.7%，增速明显提升。2016-2021年全中国

发电量始终略高于用电量，2021年发电量8.5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9.7%，增长率略低于用电量增速，供需平衡偏紧

从2021年中国分地区的用电、发电情况来看，东部地区用

电量较大，为3.9万亿千瓦时，而发电能力远不及用电需求，

仅为3万亿千瓦时，存在将近一万亿千瓦时的缺口；中部地

区的用电量较少，为1.5万亿千瓦时，发电量略高于用电量，

供需较为平衡；西部地区发电量远超用电量，为3.1万亿千

瓦时。中西部用电存在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特高压跨区输

电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

随着疫情后经济复苏，用电需求将持续增加，且东部地区

用电缺口需中西部地区电力进行填补，因此特高压跨区输

电的需求上升，特高压建设将迎来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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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清洁能源大基地与主要特高压输电通道

n 新能源大基地建设需求推动特高压进一步发展

为实现双碳目标，发展清洁能源，2021年国家能源局公布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将陆续建成9个大型清洁能源基地，主

打太阳能发电、陆上风电、水力发电和火电，在中国沿海地区，则因地制宜建设

五大海上风电基地。这些基地多分布在“三北”地区，与电力负荷区中部、东部距

离较远。清洁能源占比的提高将加大电力供应压力与新能源消纳问题，中东部电

力负荷区对于跨区域送电的依赖将持续升高，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预计2025

年跨省电力流将增大到3.6亿千瓦，跨区电力流达2.4亿千瓦。供电压力与跨区输电

需求需要加大输电通道与电网的支撑强度，传统高压传输无法实现远距离传输，

且传输中电能损耗较大，而特高压输电以其输送容量大、覆盖范围大、距离远、

损耗低的特性能够承担起能源基地至负荷区搬运这一任务，实现全国用电结构性

失衡及新能源消纳问题的有效解决。为更好地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十四五期间国

家电网推出“24交14直”特高压项目，中国特高压产业将进一步发展

新疆基地

黄河几字湾基地

冀北基地

浙江海风基地

广东海风基地

辽松基地

黄河上游基地

金沙江上游基地

雅砻江流域基地

金沙江下游基地

山东海风基地

福建海风基地

江苏海风基地

河西走廊基地

主要特高压输电通道

陆上清洁能源基地

海上风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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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中国特高压项目建设情况

中国建成投运“十五交十八直”33项特高压工程，核准、在建“四交两直”6项特高压工程，2022年计划开工“10
交3直”，预计新一轮高峰将出现

n 多传感器融合方案的层级与结构

2014年起，特高压建设驶入快车道，在《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等政策的推动下，项目核准数与开工

数显著提升，2016年以后有所放缓，2018年提出新

基建概念、重启特高压项目后迎来新一轮高峰，

2020年疫情影响，特高压项目建设有所放缓，十四

五期间，国家电网规划建设的“24交14直”特高压项目

工程，其中“10交3直”计划2022年开工，预计特高压

建设又一高峰将会出现

2004年以来，中国在特高压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

截至2021年底，中国建成投运“十五交十八直”33项特

高压工程，核准、在建“四交两直”6项特高压工程，

其中“雅中-江西”特高压直流项目为国家“西电东送”重

大项目，对于全国能源资源优化配置，充分利用四川

水电资源，满足华中地区用电需求有重大意义，“长

沙-南昌”特高压交流项目旨在保障“雅中-江西”直流高

效稳定输电

特高压项目核准情况，2011-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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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条

雅中

江西白鹤滩

虞城

陕北

武汉

荆门

长沙
南昌

核准在建直流工程

核准在建交流工程

中国国家电网在建特高压工程示意图，截
止至2021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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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产业链图谱

中国特高压产业上游为原材料及电源控制端，主要影响特高压设备的成本，中游为特高压输电设备，分为
直流、交流与配套器件，行业集中度高，下游主要为电网行业，为垄断市场

中国特高压产业链图谱

上游：原材料及电源控制端

中游：特高压输电设备

下游：配网设施与供电侧

传感器

金属材料

特高压直流 特高压交流

防爆高低压变频器

特高压开关

绝缘材料

电子元件

换流变压器

换流阀

监控保护系统

特高压变压器

GIS

配套器件

输送端缆架

绝缘器件

电器检测

智能电网

电抗器

配网设备

供电侧

n 上游行业主要影响特高压设备原材料的成本，金属材料的成本占比最大，原材料供应商众多，议价能力弱

n 中游行业主要是特高压输电设备，分为直流、交流与配套器件，行业集中度高，进入壁垒高

n 下游行业主要为以国家电网、
南方电网为代表的电网行业，
为垄断市场，特高压设备行业
议价能力较弱

16.1%

9.9% 7.9% 6.3%

金属材料 电子元件 传感器 绝缘材料

原材料在特高压设备中成本占比

CR4:93.2%

CR4:99%

CR3:97.7%

CR4:99.6%

CR4:99.6%

CR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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