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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十三五”电力发展规划 

 

电力是关系能源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

业。“十三五”时期是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全面深化改

革的攻坚期，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历史机遇，

着力转变电力发展方式，保障电力安全可靠运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重要支撑。 

本规划依据《国家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河北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河北省“十三五”能源发

展规划》编制，规划期为2016 —2020 年。规划实施过程中，适时进

行滚动调整。 

一、发展基础及形势  

（一）发展基础 

1. 保障能力逐步增强 

2015 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 3176 亿千瓦时，发电装机容量 5836

万千瓦，发电量 2301 亿千瓦时，比 2010 年分别增长 485 亿千瓦时、

1621 万千瓦、238 亿千瓦时，年均增长分别为3.4% 、6.7% 、2.2% 。

2015 年，接受区外送电量 875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27.6% ，

较 2010 年提高 4.3个百分点。 

2. 电源结构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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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新能源发电快速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生物

质发电装机容量分别达到1022 万千瓦、280 万千瓦、46 万千瓦，比

2010 年分别增长650 万千瓦、280 万千瓦、32 万千瓦，占全部装机

比重由 9.2% 提高到 23.1% 。燃煤火电装机容量 4115 万千瓦，占全

部装机比重70.5% ，下降 15 个百分点，30 万千瓦及以上机组容量占

燃煤火电装机比重由71.7% 提高到 83.7% 。 

3. 电网设施日益完善 

2015 年，全省拥有500 千伏变电站38 座，变电容量7536 万千

伏安，线路 9918 公里；220 千伏变电站 351 座，变电容量 10757

万千伏安、线路 21063 公里。220 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线路长度

分别是 2010 年的 1.53 和 1.35 倍。冀北电网与北京、天津电网联络

紧密，形成多通道、多方向接受区外电力的坚强受端电网，河北南网

形成“三横两纵”500 千伏主网架。配电网供电能力逐年增强，电网

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用电条件持续改善。 

4. 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十二五”期间，加快实施燃煤机组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

划，完成节能改造 2761 万千瓦，单位平均供电标煤耗由337 克标煤

下降至 321 克。制定了更加严格的燃煤电厂地方排放标准，完成252

台燃煤机组污染防治设施治理或升级改造，20 万千瓦等级及以上机

组污染物排放浓度全部达到超低排放水平，20 万千瓦以下机组全部

达到地方排放标准，减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约 9.5万吨、14.3

万吨和3.1万吨，提前两年完成国家下达的超低排放改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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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   “十二五”电力工业发展情况 

类  别 指  标 单位 2010 年 2015 年 年均增速 

用电量 

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2692 3176 3.4 

人均用电量 千瓦时 3741 4291 2.8 

电能占能源消费比重 % 34.6 34.7 （0.1） 

用电结构 

一产用电量 亿千瓦时 159 99 -9.0 

二产用电量 亿千瓦时 2063 2333 2.5 

三产用电量 亿千瓦时 186 373 14.9 

居民生活用电量 亿千瓦时 283 372 5.6 

电源规模 

总装机规模 万千瓦 4215 5836 6.7 

人均装机 千瓦/人 0.6 0.8 5.9 

煤电 万千瓦 3604 4115 2.7 

风电 万千瓦 373 1022 22.3 

光伏发电 万千瓦 0 280 - 

生物质发电 万千瓦 14 46 26.9 

新能源装机占比 % 9.2 23.1 （13.9） 

电网规模 
220 千伏及以上线路 万公里 22967 30981 6.2 

变电容量 万千伏安 11943 18293 8.9 

能耗 煤电供电煤耗 
克标煤/千

瓦时 
337 321 （-16） 

注：（ ）内为5 年累计值 

（二）面临形势 

我省电力工业虽然具备了较好基础，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自身电力生产不能满足需要，对外依存度高，电力供应保障压力大；

清洁电源发展面临挑战，电力系统调峰能力不足，新能源送出和消纳

受限，核电项目推进困难，燃气发电瓶颈制约突出；火电结构有待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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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装备水平低，煤耗偏高，污染物排放量大，部分电厂布局不

合理，供热能力未充分发挥；电网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主网架结构

有待优化，城市电网建设滞后，配电网智能化水平不高，居民用电质

量有待继续提升；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电力市场在配置资

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 

“十三五”时期是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深化改革的

攻坚期，是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关键时期，我省电力发展面临

一系列新形势、新挑战。 

经济形势赋予电力发展新内涵。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

动能转换，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加快，全社会用电增速明显放缓，

需要加快推进电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淘汰火电落后产能，加快

发展清洁电源，进一步优化电力结构，促进电力健康发展。 

重大战略带来电力发展新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

设、京张联合承办冬奥会、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对我省加

快发展清洁电力，加强与京津电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了难得机

遇，要充分发挥资源区位优势，加快清洁电力发展，提升电网互济能

力，努力打造京津冀区域清洁能源供应保障基地。 

治理大气污染提出电力发展新要求。大气污染既是重要的环境

问题、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经济发展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加强大

气污染防治，需要加快优化火电结构，有序发展热电联产，加快配电

网升级改造，积极实施“电代煤”，推动电能替代。 

体制改革指明电力发展新方向。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明确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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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多元、竞争有序的市场化发展方向，需要加快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

结构和市场体系，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有序放开竞争性业务，逐步打

破垄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全省电力又好又

快发展。 

二、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落实能

源革命战略思想，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机遇，着力增强电

力安全可靠供应能力，着力优化电力结构，着力提升科技进步水平，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转变电力发展方式，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现代电力工业体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经济强省、美丽

河北提供坚实支撑和保障。 

（二）基本原则 

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提升存量与做优增量相结合，加快煤电机

组淘汰落后和改造提升，统筹各类电源开发，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

消费比重。统筹网内电源、输电通道建设和消纳市场，促进网源荷

储一体协同发展，打造区域清洁电力供应保障基地。 

清洁低碳，绿色发展。坚持绿色低碳优先，大力发展非煤能源发

电。提高电煤消费占比，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电能替代，

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 

保障民生，共享发展。围绕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加快

实施城镇配网和农网升级改造工程，提高城乡供电质量和电力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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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水平。有序发展民生热电，加快推进“电代煤”，促进冬季清

洁取暖。大力推进电力精准扶贫，助力全省脱贫攻坚。 

高效智能，创新发展。加强发输配交互响应能力建设，构建“互

联网+”智能电网。加强系统集成优化，改进调度运行方式，提高电

力系统效率。加快科技装备创新，探索管理运营新模式，提高电力清

洁高效发展水平。 

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健全市场体系，

培育多元市场主体，推进电价改革，提高运营效率，构建有效竞争、

公平公正公开的电力市场。坚持开放包容、政府推动、市场主导，

充分利用省内省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互利共赢。 

（三）发展目标 

1. 供应能力 

预期 2020 年，全社会用电量 3900 亿千瓦时，年均增长 4.2% ，

其中冀北电网约 1690 亿千瓦时，河北南网约 2210 亿千瓦时；冀北

电网、河北南网最大负荷分别达到 2820 万千瓦、4500 万千瓦；发

电装机容量9850 万千瓦，发电量2700 亿千瓦时，区外受电比例30% 。

人均装机 1.3千瓦，人均年用电量 5000 千瓦时。电能消费占能源消

费比重 36% 以上。 

2. 电源结构 

到 2020 年，燃煤火电装机容量控制在 5200 万千瓦以内，占总

装机比重降至 55% 以下，大容量、高参数机组占燃煤火电装机比重提

高至 90% 以上。燃气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400 万千瓦。新能源发电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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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容量达到3680 万千瓦以上，占总装机比重提高到35% 以上。 

3. 电网建设 

主网架。新（扩）建 500 千伏变电站 23 座，线路长度 3615 千

米，新增变电容量3635 万千伏安；新（扩）建220 千伏变电站112

座，线路长度 6400 千米，新增变电容量 3654 万千伏安。形成结构

合理、运行高效、安全可靠的坚强电网，基本适应大规模区外受电及

新能源送出消纳需要。 

配电网。新增（改造）110 千伏、35 千伏、10 千伏变电容量

6000 万千伏安、线路 9 万公里左右。基本建成安全可靠、经济高

效、灵活先进、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智能配电网。其中，雄安新

区供电可靠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心城市（区）供电可靠率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城镇和乡村供电可靠率分别达到 99.94% 、99.85%

以上。 

4.综合调节能力 

力争完成 2220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灵活性改造，部分抽水蓄能

电站机组投产运营。落实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加大

本地区消纳，拓展外送市场，力争将弃风、弃光比例控制在 10% 以内。 

5. 节能减排 

力争淘汰火电落后产能400 万千瓦以上，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平均

供电煤耗全部达到国家要求，到2020 年，单位平均供电煤耗降至 305

克标煤，电网综合线损率降至 6.4% 以下，火电行业污染物排放总量

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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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体制改革 

初步建立规则明晰、水平合理、监管有力、科学透明的独立输配

电价体系；积极培育电力市场主体，建立公平公正、规范高效的电力

交易平台；努力降低电力成本，打破行业垄断、理顺价格形成机制，

建立健全“主体规范、交易公平、价格合理、监管有效”的市场机制，

大力支持清洁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电力行业清洁、高效、安全、可

持续发展。 
 

专栏2   “十三五”电力工业发展主要目标 

类别 指标 单位 
2015

年 

2020

年 

年均增速

（% ） 
属性 

电力 

供需 

总装机 万千瓦 5836 9850 11.0 预期性 

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3176 3900 4.2 预期性 

人均装机 千瓦/人 0.8 1.3 9.5 预期性 

人均用电量 千瓦时 4291 5000 3.1 预期性 

电能占能源消费比

重 
% 34.7 36.4 （1.7） 预期性 

电源 

结构 

新能源装机占比 % 23.1 35.0 （11.9） 预期性 

煤电 万千瓦 4115 5200 4.8 预期性 

天然气发电 万千瓦 0 400 - 预期性 

风电 万千瓦 1022 2100 15.5 预期性 

光伏发电 万千瓦 280 1500 39.9 预期性 

生物质发电 万千瓦 46 80 11.7 预期性 

调节 

能力 
煤电灵活性改造 万千瓦 - 2220 - 预期性 

节能 

减排 

煤电供电煤耗 克/千瓦时 321 305 （-16） 约束性 

电网综合线损率 % 6.7 6.4 （-0.3）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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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内为5 年累计值 

三、重点任务 

（一）加快发展绿色电力  

1. 积极发展新能源发电 

协调有序发展风电。按照“集中与分散开发并重、输出与就地

消纳并举”的原则，继续推进风电规模化协调发展。全力推进千万

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稳妥推进沿海风电建设，填补海上风电空白，

鼓励低风速风电开发建设，在资源富集区因地制宜建设发展风电供

暖。到 2020 年，全省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2100 万千瓦以上。 

加快发展太阳能发电。有序建设一批大型光伏发电基地；支持

发展居民、商业、公共建筑等分布式光伏发电，积极探索农光、林

光、渔光等特色分布式发展模式；积极开展太阳能光热发电示范试

点。到 2020 年，力争全省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500 万千瓦以

上，光热发电 50 万千瓦。以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燕山-太行山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重点，采用集中式地面电站、村级电站及屋顶

分布式等模式，推动光伏扶贫建设。 

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发电。重点在粮食主产区和秸秆资源丰富

的地区发展农林废弃物直燃发电；在满足环保要求条件下，合理发

展垃圾发电；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支持农村适宜地区开

展沼气发电建设。到 2020 年，争取全省生物质发电装机达到 80 万

千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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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  发展新能源发电 

推进张家口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三期和承德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二期、

三期建设，到 2020 年张承风电基地风电装机容量争取达到 1800 万千瓦；稳妥推

进沿海风电建设，到 2020 年沿海风电装机容量争取达到 80 万千瓦；鼓励省内东

南部地区开展低风速风电开发建设；支持分散式风电发展。 

太阳能发电：加快采煤沉降区和尾矿综合利用光伏发电领跑技术基地建设，到

2020 年，集中式光伏电站规模达1100 万千瓦以上；支持在居民住宅、公共建筑、

商业建筑及产业园区安装光伏发电系统，积极探索农光、林光、渔光、牧光互补和

尾矿库光伏等特色分布式发展模式，到2020 年，分布式光伏发电总规模达400 万

千瓦以上；在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推进一批大型地面电站建设，推进京张奥

运光伏廊道建设，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积极开展太阳能光热发电试点。 

生物质发电： 在农林作物富集、收贮便利等条件好的区域合理布局发展农林生

物质发电项目；在满足环保条件下，结合资源情况合理发展垃圾发电；在农村地区

发展沼气发电。 

光伏扶贫：以 45 个国家级贫困县建档立卡无劳动能力人口为重点，以县为单

元统筹规划，因地制宜选择扶贫模式，分阶段推进光伏扶贫工程建设。着力加快村

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在 2015 年试点的基础上，自 2016 年开始争取利用 2 年左

右时间，原则上在每个具备条件的贫困村建设一个 100-500 千瓦的村级光伏扶贫电

站，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贫困群众脱贫。 

2.安全发展核电 

强力推进大型核电项目建设。抓紧协调解决沧州海兴核电制

约问题，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争取尽早开工建设；继续加大

核电厂址普选力度，认真做好现有址保护、前期论证等工作，力争承

德长河核电和唐山冀东核电列入国家厂址保护目录，增强核电后续发

展能力。 

加快低温供热堆项目前期工作。结合城镇集中供热发展规划，积



文档 

极利用国内先进可靠技术，在条件适宜地区，谋划布局一批低温供热

堆项目，重点加快推进承德、邢台项目前期工作，争取列入国家首批

示范。 

3.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建设 

加快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积极推进易县、尚义、抚宁等抽

水蓄能电站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谋划赤城、怀来、阜平、

邢台、迁西等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力争列入国家抽水蓄能电站站点

规划。到 2020 年，丰宁抽水蓄能电站部分机组投产运营。 

 

1.优化发展煤电 

通过实施淘汰落后、改造提升、置换替代、退城进郊，加快优

化煤电结构，提高装机水平，优化布局，降低煤耗，减少排放。淘

汰落后机组 400 万千瓦以上，改造提升 1700 万千瓦以上，城市建

成区煤电机组全部实施清洁燃料替代或退城搬迁。按照试点先行、

有序推进的原则，逐步对省内 30 万千瓦等级及以上燃煤热电机组

和纯凝机组实施灵活性改造，大幅提高机组调峰能力。统筹全省淘

汰落后机组容量，充分考虑环境承受能力，按照等容量、减煤量、

减排放原则，有序布局建设超超临界支撑电源和超临界热电机组。

加大协调服务力度，尽快完善已核准项目相关手续，加快工程建设

进度。严格治理自备电厂，鼓励支持发展背压机组。到 2020 年，

基本形成布局合理、清洁高效、保障有力的煤电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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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化发展煤电 

全部关停 30 万千瓦以下运行期满机组和纯凝机组；鼓励淘汰 30 万

千瓦以下运行满25 年的抽凝机组；关停违法违规建设机组；关停煤炭、钢铁等行业

去产能企业的配套煤电机组；对20 万千瓦等级及以下抽凝机组，实施背压机组改造

或燃料替代，不具备改造或替代条件的，2020 年前全部淘汰关停；有序关停大型供

热机组覆盖范围内的小机组。2017 年关停 50 万千瓦以上，到2020 年淘汰 400 万

千瓦以上。 

改造提升：继续推进节能改造，2017 年改造完成良村、衡水等电厂24 台机组、

951 万千瓦，2018 年改造完成马头、秦皇岛等电厂 11 台机组、346 万千瓦；加快

60 万千瓦等级纯凝机组供热改造，争取到 2020 年全部完成；重点实施保定热电八

期、清苑热电、唐山西郊、丰润热电等机组挖潜改造；大力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

2017 年完成石家庄裕华热电机组改造试点，争取到 2020 年，完成改造热电联产机

组2000 万千瓦、纯凝机组220 万千瓦。 

置换替代：重点对石家庄热电厂2×20+3 ×2.5万千瓦、石家庄热电二厂2×5 万

千瓦机组实施天然气等清洁燃料替代，争取2018 年全部完成；替代关停马头电厂2

×22 万千瓦、陡河电厂4×20+2 ×25 万千瓦、下花园电厂1×21 万千瓦、秦皇岛发

电厂2×21.5万千瓦等机组。 

退城进郊：重点推进邯郸热电3×22 万千瓦机组、保定华源热电2×12.5万千瓦

机组退城搬迁，力争2018 年启动实施，同时，加紧谋划唐山热电2×30 万千瓦机组

退城搬迁、燃料替代等治理方案。 

严格治理自备电厂：对违法违规建设的燃煤自备电厂，一律限期关停；对其他自

备电厂，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不符合要求的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予以关停；对

城市建成区燃煤自备电厂强制实施天然气替代，对其他区域燃煤自备电厂鼓励实施背

压机改造或清洁燃料替代。2020 年前完成治理任务。 

加快项目建设：加快曹妃甸电厂2×100 万千瓦、蔚县电厂2×60 万千瓦煤电项

目建设，争取早日投产；2017 年，邯郸东郊、承德上板城、涿州等3 个 2×35 万千

瓦热电项目建成投产，保定西北郊、唐山北郊、沧州运东、遵化、秦皇岛开发区 5

个 2×35 万千瓦和三河电厂三期、保热九期等 2 个 1×35 万千瓦燃煤热电项目开工

建设；在沧州、唐山等沿海地区谋划布局超超临界骨干支撑电源项目；在热负荷集中

稳定的开发区、工业园区，谋划布局一批规模适宜背压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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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序发展气电 

坚持民生优先、适度发展、政策引导，充分

考虑电价承受能力和地方财力，近期按照谁受益、谁分担和保证企业

微利经营等原则，兼顾电力和天然气调峰需求，优先在热负荷需求迫

切的大气污染传输通道重点城市谋划布局大型燃气热电项目。重点加

快石热九期项目建设，确保 2017 年投产；抓紧完善石家庄北郊燃气

等已核准项目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开工建设；加快推进石家庄循环化

工园区、秦皇岛北戴河等项目前期工作，积极谋划唐山陡河电厂替代

项目，为陡河电厂燃煤机组关停创造条件。争取“十三五”期间建成

5-6 个，谋划储备 4-5 个。 

积极发展分布式能源。重点在大型公共建筑、商业设施及其聚集

区、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能源负荷中心区域，加快建设一批楼宇

式和区域式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实现热电冷多联供。重点推

进石家庄嘉悦中心、新奥泛能微网等一批天然气分布式热电冷三联

供项目。 

（三）打造坚强智能电网 

1.加强主网架建设 

建成蒙西-天津南、榆横-潍坊特高压输电通道以及北京西、石

家庄交流特高压站，积极推进北京西-石家庄特高压交流输电工程。

加快忻都-石北扩建、盂县-邢西等 500 千伏点对网输电通道建设。

加快推进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示范工程建设，积极推进张

北-北京西特高压输电工程，提高清洁能源送出消纳能力。加强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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