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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大太阳能发电站明日投入使

用  [2009.10.30]  

2009年度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拟授奖项目公

告  [2009.12.30]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09.09.26]  

关于名词“智能电网”征求意见的通

知  [2010.02.10]  

关于印发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奖励通报

（2009年度）的通知   [2010.03.15]  

关于组织推荐2010年度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

励项目的通知  [2010.04.26]  

能源局：“十二五”电力装备急需国产化  

  近日，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司长李冶在“2011第六届中国电工装备创新与发展论坛”上

指出，我国能源行业有很大发展空间，面对巨大的市场，企业应积极创新，实现电力装备国产化。同时，他

还分析了“十二五”期间不同能源行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李冶指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能源行业要保证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能源的需求，总

的来说‘十二五’期间能源还是会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我们提出一个规划，2015年电力装机容量预计达

到14.7亿千瓦，2020年可能达到18.4亿千瓦，2030年可能达到24.7亿千瓦，应该说这是个比较保守的数

字。”  

  14.7亿千瓦，再加上电力结构的调整，能源行业将为电工设备制造业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专家指出，

围绕着这样大的市场需求，电工电气行业下一步发展中急需创新。  

  一手抓“700度”一手抓常规火电设备国产化    

  李冶指出，“十二五”期间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仍然是主流，以火电为代表的传统电力的高效清洁

节能减排发展仍然应放在首位。预计到2015年，我国煤电装机将由目前的7亿千瓦上升到10亿千瓦，届时我

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火电大国，而装机容量到今年年底基本上能达到世界第一。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我国的超临界和超超临界技术是在引进的基础上研发的，虽然可以说有

自主知识产权，但毕竟不是自主研发，特别是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的管道、阀门、泵等很多关键材料和关

键配套件还不能完全实现国产化，大的铸锻件目前也还是以进口为主，价格非常高。  

  谈到近期颇受关注的700摄氏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简称700度），李冶表示：“曾有人提出‘十

二五’就把示范工程建出来，但这是个长期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作为长期的战略。另外，要通过

‘700度’拉动常规设备、材料和技术的发展。一手抓‘700度’，一手抓常规火电的泵、阀、管道，以及

电气控制系统的国产化。”  

  燃气轮机技术一定要有重大突破    

  燃气轮机是能源行业的一个重要领域，有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的发展需要燃气轮机，“十二五”期间火

电规模取决于燃气发电的规模，如果燃气发电增加1000万千瓦，火电就可以减少1000万千瓦。  

  李冶指出，目前初步规划“十二五”燃气发电新增3000万千瓦，投产3000万千瓦。“如此巨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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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必须实现自主创新。”  

  我国目前也已具备发展燃气轮机的条件。十年来，燃气轮机通过大规模的招标得到了发展，“我们的大

规模招标绝不是简单的用市场换图纸，而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像五轴数控器、三坐标测量仪等设

备，我们不但赶上了国外，加工制造水平还超过了他们。现在既有市场的需求，又有企业创新的载体，‘十

二五’燃气轮机的技术一定要有重大突破。”李冶认为。  

  李冶强调，在常规发电中，常规火电和燃气轮机是最基本的发展方向，“十二五”期间，我国将通过基

础研究、装备国产化、试验示范工程和创新平台，四位一体打造常规发电和燃气轮机的创新。  

  新能源装备要“新”在技术    

  面对福岛事故及事故带来的恐慌效应，我国到底应如何发展核电？李冶认为，现在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

题有两个：一是技术路线的选择。“针对这次福岛核事故，温总理提出要用最先进的核电标准对在役和在建

项目进行检查。核电发展技术路线和建设标准问题，必须早日提上日程。”二是装备和材料国产化。“无论

走哪条技术路线，这么大的装机容量不国产化是不行的。虽然核电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我们还要有积极的

态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装备材料的国产化。”  

  针对争议颇多的水电行业，李冶强调，“抽水蓄能是水电重点攻关的项目。抽水蓄能核心在辅机，现在

电力电磁控制设备基本靠进口，‘十二五’期间希望抽水蓄能基本实现国产化。抽水蓄能和燃气轮机是电力

调峰最好的手段。”  

  从2005年的几百万千瓦，到现在并网超过3000万千瓦、装机容量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风电第一大

国。但有专家指出，风电不能光要“千瓦”，还要“千瓦时”，发电量更重要。除了规划、设计、并网问题

以外，风机质量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一定要规范。下一步我们将在标准、检测、认证等方面加强管理，

不能让什么风机都进入市场，要真正看到风带来的清洁电力。国务院领导最近很多批示要求做好这个工

作。”李冶透露。  

  太阳能设备同样要保证质量，李冶指出，“常规能源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但新能源可能大

家还没吃到苦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比如并网是个很大的问题，其中很多涉及到电工电气的制造。低电压

穿越就和变频器有很大关系。风机的变流器和太阳能的逆变器现在基本上都控制在外国公司手里。所以一定

要突破核心技术——特别是围绕风电、太阳能和电网接入的控制调节并网补偿技术。”他强调，“新能源最

大的新是技术新。”  

  抓住骨干网架和智能电网推进机遇    

  李冶指出，作为直流供电第一大国，我国这几年在电网技术上进步非常大，除了套管基本都可以自主制

造。下一步，骨干网架的加强和智能电网的推进会给输配电设备产业带来机遇。目前正在进行的100万伏交

流和80万伏直流特高压项目，关键设备还是主要依靠进口，代价非常高昂。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正在制定国家电网规划，但这个规划和国家电网公司自身的想法不太吻合。国网

公司想建设以特高压为主干网架的全国统一的系统，特别是要在“三华”实现同步联网的电网。按照这个规

划，“十二五”期间要新建十四条特高压直流，其中有一条是正负1100千伏，还要建交流的100万伏的三纵

三横的网架。  



  “我个人认为，每个国家的电网与能源结构、电力装机结构和地域布置是有关系的，不能一概而论。但

有些理念应该是共同的，比如电网应该安全、可靠、高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一定要适应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电网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助力器，是电力市场的载体。”李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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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尽快提高我国电力系统抗灾能力  [2008.10.16]  

能源局：积极推进核电建设  [2008.11.04]  

国家能源局：多管齐下缓解“电荒”  [2008.09.03]  

国家能源局：中国核电领域投资空间巨大  [2009.10.10]  

能源局：政府将鼓励煤电产业一体化发展  [2009.11.02]  

国家能源局赵小平：将继续调整电力工业结构  [2009.01.15]  

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将扩大小火电关停范围  [2009.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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