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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新民一周

中国缺电吗

8月22日、23日两天，上海浦江两岸景观照明全部关闭，

迎峰度夏有序用电。在“西电东送”水电外送主力的四川，

由于降水较常年减少 51% 带来电力紧张，国家每天多路反向

输电 1.32 亿千瓦时支援四川。经历了多年充裕电力保障，不

少人对突如其来的电力紧张感到困惑。

中国缺电吗？

从电力供应来说，中国不缺电。

中国当前电力装机总容量，达到了 23.8 亿千瓦，多年保

持世界第一，是排在第二位美国的两倍多。绝大多数地方电

力负荷超过最高负荷 95% 的时间，只有几十小时，超过最高

负荷 90% 的时间，也只有 300 多小时，可以说从供电能力上

来说，电力供应是有保障的，早已根本改变了多年前由于供

电能力不足带来的拉闸限电情况，跟那时的电力紧张不是一

个概念。

但是电力非常特殊，储存电力很难，绝大多数情况下只

能随用随发，峰谷差异对电网需求变化很大。23.8 亿千瓦发

电能力，大部分情况下都绰绰有余，不过遇到特殊情况比如

天气暴冷暴热用电急剧上升，瞬时就会带来巨大压力。

由于资源禀赋的原因，以及对绿色低碳发展的考虑，中国

注重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的开发利用，绿色能源开发是世界

之最，数倍于其他国家。在23.8亿千瓦装机容量中，火电和

核电约13.6亿千瓦，其余都是水风光等绿色能源，这是符合

我国一次性能源紧缺国情和长远绿色发展利益的正确抉择。

电力不易储存特性，决定了电力供应要有强大峰谷调节

能力，这个调节能力主要承担者，是能稳定出力的火电和核电。

我国 13.6 亿千瓦火电核电装机容量已经世界第一，但相对总

装机容量比例不算太高，特殊情况下调峰能力还是不能完全

满足。当然，一般情况下完全的调峰能力，也不是一件十分

合理必要的事情。

今年夏天情况特殊极端，全球酷热干旱。美国 127 年来

最热，欧洲酷热还外加莱茵河多瑙河水位降到常年一半，连

航运都发生困难，南亚多日温度在 50℃以上，中东某些地方

气温达 70℃。

环球同此凉热。中国也遭遇 1961 年来最热夏天，降水普

遍减少，水电大省四川就减少了一半以上，这就使得高温最

需要电能的时候，水电产量大幅减少。与通常认知相悖的是，

光伏发电高温下，由于组件结构光电转换的特性，并不利于

发电，最佳出力是在阳光下 25℃左右。还有高温闷热少风，

对风电的运行也是一个效率不高的时段。这样一来用电高峰

之际总的供电出力就会不足，难以满足全部需求。

中国不缺电，但在特殊情况下全部满足高峰需求有困难，

今年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基于这样的事实和短时用电紧张，

可以三管齐下努力化解困难。

首先还是要扩大电力产能，特别是坚定不移扩大绿电的

产能。基数大了，解决问题的基础就更加稳固。我国资源禀

赋特点和可持续发展要求，都表明水风光是我国电力发展的

极为重要路径，我国也有这方面全球最强大的生产发展能力。

其次是高质量适度建设好持续稳定出力的煤电核电生产

能力。煤电虽然消耗大量一次性能源，污染也较高，但经过

多年不断科研努力，煤电转换效率已提升到相当高水平，污

染也大大降低。我国电力供应中，煤电以接近五成的装机容量，

供应了六成的发电量，担负着七成以上的调峰任务，是电力

供应的压舱石。核电随着国产技术成熟和国产机组的大量投

用，也渐入佳境。

最后是加强调峰能力建设和错峰用电的机制建设。从我

国两倍于美国的发电能力来说，用电需求是能够保障的，如

果调峰能力强，就能够更好满足社会需求，近年来我国大力

建设一批抽水蓄能电站，就是这方面努力的标志。同时鉴于

电力的难以储存性，错峰用电应该成为全社会的良好习惯。

特别是一些高耗电的行业、有条件错峰企业，如果实行常态

化错峰运行，将大大改善峰时用电紧张。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可以为电力平衡作出重要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