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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四五”时期是我省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

征程、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

键五年，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

源安全新战略，深入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的重要五年。

“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是“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编制和落实好“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对于我省加快构建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和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本规划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

局，根据《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按照《“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四

川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部署要求编制，系统谋划未来五

年我省电力发展目标任务和重点项目建设，引领我省电力高质

量发展，为“十四五”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提供规划指导和实践遵循。规划期为 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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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现状和面临形势

（一）“十三五”电力发展成效

1.电力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稳步增长。

2020年全社会用电量 2865亿千瓦时，年均增速约 7.5%，高于

全国 1.3 个百分点；人均用电量约 3421 千瓦时，年均增速约

6.7%，高于全国 1.4个百分点。全省用电量结构持续优化，三

次产业用电结构由 0.6：68.3：31.1调整为 0.6：63.1：36.4。

2.可再生能源装机持续增长。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流

域水电基地加快建设，风电和光伏发电有序推进。2020年底，

全省电力总装机 10295万千瓦，较 2015年增加 1802.2万千瓦，

年均增速约 3.9%。其中：水电 8082千瓦、居全国第 1；风电、

光伏并网装机分别为 426 万千瓦、191 万千瓦，年均增速约

42.1%、39.3%；火电装机 1596 万千瓦。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

占比达 84.5%，水能利用率达到 95.4%。

3.电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四川电网 2020年最大负荷 5400

万千瓦，年均增长 7.7%。开工建设、建成投产一批骨干电网工

程，完成电网投资 942亿元，建成覆盖全省各市（州）的 500

千伏为骨干的主网架，基本形成省级大电网、西部大枢纽，增

强清洁能源外送与消纳能力。规划布局 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工

程并加快前期工作。

4.电力普遍服务能力提高。完成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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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三州”电网改造以及藏区新居、彝家新寨、易地扶贫搬迁电力

配套等，完成 37.9万户 136 万人易地搬迁通电、改善 88 个贫

困县农村用电设施、巩固提升 19个县电力网架水平。农网供电

可靠率 99.8%、综合电压合格率 99.6%、户均配变容量 2.1千伏

安，满足国家规定标准。累计建成光伏扶贫项目 48.4万千瓦，

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 2.5万户。

5.电力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台百万千瓦

水电机组在白鹤滩水电站成功安装。国内首台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 F级 50兆瓦重型燃机实现满负荷稳定运行。“华龙一号”百万

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项目实施，使我国具备批量化建设三代

核电机组的能力。富余水电制氢与氢能利用产业示范工程启动，

氢能制造、储运、应用研究和氢燃料汽车研制深入推进。

6.电力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四川电力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和 5个配套方案深入推进。交易规则不断完善，交易主体和交

易规模扩大、交易品种增多，交易中心独立规范运行，市场运

转规范有序。电价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深入，输配电价形

成机制改革按期完成，上网电价、销售电价改革逐步深化，推

进“放开两头、管住中间”和“市场决定加政府监管”为核心的电

价形成新机制。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电能替代、电力现货市

场试点不断深入，价格杠杆作用发挥灵活，促进资源高效利用。

7.电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供电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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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两年行动计划不断推进，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要求落实“精简办理流程、明确主体责任、提高响应效

率、降低用电成本、完善监管机制、加强信息公开”等多项措施，

10千伏及以上大中型企业“三省”办电服务、小微企业“三零”办

电服务质量提高，“获得电力”服务水平大幅提升，电力营商环

境进一步优化。

8.省间电力合作不断加深。与浙江、上海、江苏、重庆等

能源电力需求中心的战略合作继续深化，2020年外送电量 1364

亿千瓦时、较 2015年增长 11.2%，“十三五”实现“西电东送”6698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用 2亿吨以上标准煤、减排 5亿吨以上二

氧化碳。加快推进川渝电力一体化发展，川渝电网第三通道建

成，川渝特高压交流实质性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电

力保障能力增强。川藏联网电压等级从 220千伏升级至 500千

伏；四川水电外送第四回特高压直流工程开工建设。

表 1 四川省“十三五”期间主要电力工业指标

类别 主要指标 2015年 2020年 年均增速

用电量

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1992 2865 7.5%

人均用电量（千瓦时/人） 2473 3421 6.7%

全社会最大负荷（万千瓦） 3730 5400 7.7%

电源规模

总装机（万千瓦） 8492.8 10295 3.9%

人均装机（千瓦） 1.05 1.23 3.1%

水电（万千瓦） 6759 8082 3.6%

火电（万千瓦） 1580 159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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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主要指标 2015年 2020年 年均增速

电源规模
风电（万千瓦） 73.4 426 42.1%

太阳能发电（万千瓦） 36.4 191 39.3%

川电外送
外送电量（亿千瓦时） 1226 1364 2.1%

最大外送电力（万千瓦） 2850 3060 1%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电力供应保障能力仍有短板。水电资源开发程度高，自

用和外送矛盾加剧，发电装机容量有“硬缺口”风险，电力平稳

可靠供应难度加大。输电通道不足，水电基地和风光基地“窝电”

和负荷中心缺电风险并存。主网多回水电通道送出重载或满载，

电网承载能力接近极限，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压力大。

2.新型电力系统基础较为薄弱。新能源规模较小，尚未成

为主体电源。应急、调峰、备用电源少，水电规模大但丰枯出

力差别大，与新能源、抽水蓄能、多元新型储能、煤电灵活性

等尚未形成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格局。系统调节能

力不足，尚不适应大规模高比例接入和消纳新能源。

3.电力服务发展不平衡较为突出。地方电网供区、高原地

区、偏远山区、民族地区电网建设相对滞后。农村电网 35千伏

变电站布点不均、10千伏远距离供电、老旧设备超长服役等用

电瓶颈仍然存在，供电可靠性有待进一步提升。“获得电力”优

质服务尚需进一步提高，电力营商环境尚需进一步改善。电网

公平无歧视开放，按国家规定履行电力普遍服务义务尚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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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力体制适应新要求仍有差距。电网、调度、交易的关

系需要进一步理顺。电力规划和监管、各类市场建设、电价机

制、需求侧响应机制等尚需深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亟待加

强，推动改革的方式方法需要改善。跨省跨区交易、绿电交易

和结算机制尚需完善。

（三）面临的形势

1.电力低碳化进程加速推进。四川已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

源示范省和全国优质可再生能源基地，在如期实现 2030年前碳

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战略目标上具有清洁能源基础优势。省

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通过《关于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

推动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以能源绿色低碳发

展为关键，聚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将加速电力低碳化

进程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走出一条服务国家战

略全局、支撑四川未来发展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2.提高电力系统适应性的需求更加迫切。随着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等重大战略

深入实施，电力发展空间、发展条件、发展任务和发展内涵正

在发生深刻变化。既要做到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相

协调，又要考虑中心城市、工业园区能源需求密度较高的特点，

还要考虑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出现的新兴用电增长

点，对于科学规划区域电力流向、送电特性及输电通道，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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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生产、输送和使用的动态平衡，全面提高电力设施利用效

率提出了更高要求。

3.电力技术创新变革加快。电力产业进入创新作为第一动

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新时期。5G、人

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驱动电力基础设施与

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不断实现融合发展，以需求侧响应、储能、

虚拟电厂、氢能、综合能源服务为典型代表的新元素新业态将

大大提高电力系统灵活性和调节能力。风电和光伏成本持续下

降，智能电网、分布式供能系统进一步为电力系统智慧化创造

了良好条件，提升电网互济能力和需求侧响应水平成为必然。

4.电力体制改革发挥引领作用。电力体制市场化改革不断

深化，电价形成机制更加完善。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

发挥电力市场对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支撑作用，适应能源结构

转型的电力市场机制正加快建设。国家推动健全多层次统一电

力市场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电力市场，引导全国、省（区、市）、

区域各层次电力市场协同运行、融合发展，规范统一的交易规

则和技术标准，多元竞争的电力市场格局加速形成。

（四）电力需求预测

“十四五”时期，四川经济社会将持续快速、高质量发展，

用电负荷将保持较高增速，预计 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为 3700

亿千瓦时，最大用电负荷为 7100万千瓦，“十四五”期间年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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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分别为 5.2%、5.6%。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践行遵循“四个革命、一个合

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锚定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任务，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关于以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推动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部署，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优化电源开发、通道建设、潮

流分布、电力消费，推进电力发展保障有力、清洁低碳、安全

可控、智能高效，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行业治理方式变革，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夯实能源电

力保障基础。

（二）基本原则

适度超前、安全保障。坚持需求导向，强化电力供需预警

预测，建设规模合理、适度超前的电力系统，完善应急备用和

调峰设施，着力提高电力系统应急处置和抗灾能力，确保长期

安全稳定运行。

优化配置、内外兼顾。统筹处理好自用与外送的关系，在

优先满足本省需求的基础上，推动四川清洁能源纳入全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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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市场统筹消纳，按照市场化方向完善四川电力外送机制，

充分体现清洁能源输出减碳价值。

高效清洁、绿色发展。坚持生态环保优先，促进节能减排

和产业升级，加快推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持续提升电能占终

端能源消费比重，促进能源生产清洁化、能源消费电气化、能

源利用高效化。

保障民生、共享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电力建设

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以保障电力供需平衡为导

向，以解决电网薄弱问题为重点，优化完善城乡供电网架结构，

提高城乡供电质量，提升人均用电和电力普遍服务水平。

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着力构建主体多元、开放竞争的电力市场，形成适应

市场要求的电价机制；加强政策指引和规划引领，有效开展电

力交易、调度、供电服务和安全监管。

（三）发展目标

——电力保障。预计到 2025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 3700亿

千瓦时，人均用电量进一步缩小与全国的差距。

——电源协调。预计到 2025年全省装机规模约 1.52 亿千

瓦，其中水电装机 10500万千瓦，火电装机 2500万千瓦左右，

风电装机 1000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 1200万千瓦。

——节能减排。电网综合线损率控制在 7％以内。新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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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替代电量 880亿千瓦时。

——民生改善。全省 21 个市（州）本行政区域内均实现

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提高到 99.87％，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

99.74％。

表 2 四川省“十四五”电力工业发展主要目标

类别 指标 2020年 2025年
年均或

累计增长

电力总量

总装机（万千瓦） 10295 15200 8.1%

外送能力（万千瓦） 3060 6660 16.8%

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2865 3700 5.2%

人均装机（千瓦/人） 1.2 1.8 7.5%

人均用电量（千瓦时/人） 3421 4359 5.0%

电力结构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38% 42%左右 〔4%左右〕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 85.3% 84.4% 〔-0.9%〕

常规水电（万千瓦） 8082 10500 5.4%

风电（万千瓦） 426 1000 18.6%

太阳能发电（万千瓦） 191 1200 39.2%

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 14.7% 15.6% 〔0.9%〕

火电（万千瓦） 1596 2500 9.4%

电力需求响应能力 — 3%

节能减排

煤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 （克标

煤/千瓦时）
325 ≤320 —

电网综合网损率 7.75% 6.9% 〔-0.85%〕

注：〔 〕为五年累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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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任务

（一）有序发展水电，统筹自用与外送

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做好移民安置的前提下，重点推进

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三江”水电基地建设，巩固水电为主

体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着力优化水电结构，优先建设季以上调

节能力水库电站，统筹推进流域综合管理，发挥水电站在防洪、

蓄水保供、水生态保护等方面综合作用。建成白鹤滩、苏洼龙、

两河口、杨房沟、双江口、硬梁包等水电站，继续推进叶巴滩、

拉哇、卡拉等电站建设，开工建设旭龙、岗托、奔子栏、孟底

沟、牙根二级、丹巴等水电站。“十四五”期间核准建设规模约

1200万千瓦，新增投产水电装机规模 2400 万千瓦左右。统筹

好水电自用与外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适当增加特高压直流外

送大型水电电源枯期留存四川电量；充分发挥川西水风光互补

特性，通过实现四川跨区外送通道“水风光一体化”，增加新能

源外送置换出部分水电留川使用；放眼“十五五”及后续，积极

推动通过特高压直流将藏电引入四川，接续已有跨区直流进行

转送，进一步提升四川优质水电纳入本省就近就地消纳比例。

专栏 1：水电建设重点项目

1.金沙江水电基地主要项目。建成投产乌东德（1020/2万千瓦，

已投产 340万千瓦）、白鹤滩（1600/2万千瓦）、苏洼龙（120/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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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巴塘（75∕2万千瓦）、金沙（56万千瓦，已投产 14万千瓦）、

银江（39万千瓦）。核准建设旭龙（240/2 万千瓦）、岗托（120/2

万千瓦）、波罗（100∕2万千瓦）、昌波（82.6/2万千瓦）、奔子栏

（220/2万千瓦）。加快推进叶巴滩（224/2万千瓦）、拉哇（200/2

万千瓦）等电站建设。

2.雅砻江水电基地重点项目。建成投产两河口（300万千瓦）、

杨房沟（150万千瓦）。核准建设孟底沟（240万千瓦）、牙根一级

（30万千瓦）、牙根二级（220万千瓦）。加快推进卡拉（102万千

瓦）等电站建设。

3.大渡河水电基地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双江口（200万千瓦）、

金川（86万千瓦）、硬梁包（111.6万千瓦）、巴拉（74.6万千瓦）、

绰斯甲（39.2 万千瓦）；核准建设丹巴（113 万千瓦）、安宁（38

万千瓦）、巴底（72万千瓦）、老鹰岩一级（30万千瓦）、老鹰岩

二级（42万千瓦）、脚木足河达维（30万千瓦）；加快推进枕头坝

二级（30万千瓦）、沙坪一级（36万千瓦）等电站建设。

4.中型水电。建成天全河锅浪跷（22万千瓦）、硕曲河古瓦（20.54

万千瓦）等电站。储备建设金顶（22万千瓦）、观音桥（18.65万千

瓦）等中型电站。

5.航电。建成投产岷江犍为（50万千瓦）、龙溪口（48万千瓦）

航电枢纽工程。开工建设岷江老木孔（40.54万千瓦）、东风岩（27

万千瓦）航电枢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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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力开发新能源，推进风光基地建设

构建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推动清洁电力

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按照基地规划、分步实施，助力四川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原则，大力发展风、光等新能源发电，

重点推进凉山州风电基地和“三州一市”光伏基地建设；以金沙

江上下游、雅砻江、大渡河中上游等为重点，规划建设水风光

一体化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基地。科学有序推进凉山州以外攀

枝花、泸州、广元、达州、巴中、甘孜、阿坝等地区风电开发，

积极支持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场等分布式新能源发展。因

地制宜开展光伏实证实验基地、地热发电示范及生物质能试点

项目建设，鼓励结合地方实际实施光伏“1+N”开发。统筹规划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设施布局。“十四五”期间新增并网风电

600万千瓦以上，并网太阳能发电 1000万千瓦以上，2025年风

电、光伏装机分别达到 1000万千瓦、1200 万千瓦。按照国家

规划安排做好核电厂址保护工作。

专栏 2：新能源重点项目

1.光伏项目。推进攀枝花市洼落、新九、仁和、米易 4个片区，

阿坝州北部、中部、西北部、西南部 4个基地，甘孜州北部、中部、

南部 3个基地，凉山州西部、南部、西北部、东部 4个基地等“三州

一市”大型光伏发电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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