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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特高压是指电压等级在交流1000千伏及以上和直流&plusmn;80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技术，

具有输送容量大、距离远、效率高和损耗低等技术优势。具体来看，以特高压直流线路为例

，输电功率是现有500千伏直流输电的5-6倍、送电距离的2到3倍

        与传统输电技术相比，特高压输电技术的输送容量最高提升3倍，输送距离最高提升2.5倍

，输电损耗可降低45%，单位容量线路走廊宽度减小30%，单位容量造价降低28%，可以更安

全、更高效、更环保地配置能源。据国家电网公司测算，输送同样功率的电量，采用1000千

伏线路比采用500千伏的线路可节省60%的土地资源。

        直流电网在点对点长距离传输、海底电缆、大电网联接与隔绝等领域优势突出;交流输变

网在构成交流环网和短距离传输领域优势突出。两种特高压输电模式配合使用，共同构成输

电骨干网架。

        我国自然资源分布不均，风电、太阳能、煤炭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北部，水电主要集中

在西南部，而中用电负荷主要在中东部。存在用电富余与用电缺口的区位差异。我国能源需

求和分布不平衡的特点决定了我国需要超长距离的电力输送，而特高压技术和设施构建起中

国能源运输大通道，是一项重要能源基础设施网络，正好满足此项需求。

        特高压相关产业链可以分为上游的电源控制端、中游的特高压传输线路与设备、下游的

配电设备。其中特高压线路与设备是特高压建设的主体，可进一步分为交/直流特高压设备、

缆线和铁塔、绝缘器件、智能电网等。

        特高压交流项目建设主要包括线路建设和变电站的建设，其中变电站的建设对上游设备

的需求效果较为明显。特高压交流项目需求的主要设备包括组合电器开关GIS、变压器、电抗

器、无功补偿设备等，根据示范路线数据粗略估计，他们占设备投资额的比重分别为24%

、18%、16%、5%。特高压直流项目建设主要包括线路建设和换流站的建设，其中换流站的

建设对上游设备的需求效果较为明显。根据我国两条特高压示范路线云广、向上项目的数据

，换流站的主要设备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55%。我国特高压建设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试验阶段(2006-2008年)       

第二阶段   

特高压发展的第一轮高峰(2011-2013年)       

第三阶段   

特高压发展的第二轮高峰(2014-2016年)       

第四阶段   



现阶段为特高压发展(2018年至今)。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特高压电网建

设行业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中国特高压电网建设行业市场发展

环境、特高压电网建设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特高压电网建设行业市场运行的现

状，然后介绍了特高压电网建设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特高压电网建设做了重点企业

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特高压电网建设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特高压

电网建设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特高压电网建设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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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电网建设情况

        特高压技术在我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主要原因是我国能源供给与能源需求的区域不一

致。从过往的基建投资来看，电网一直是拉基建稳增长的主力军之一。特高压项目曾经出现

两轮集中核准与建设期，第一轮集中在2008-2009年，第二轮是在2014-2017年。预计国家电网

这次启动的千亿特高压工程，有望带动第三轮特高压建设高潮。

三、&ldquo;十三五&rdquo;电网工程规划总投资达2.5万亿

        根据测算，&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包括特高压工程在内的电网工程规划总投资高

达2.5万亿元，带动电源投资3万亿，年均拉动GDP增长超0.8个百分点。受疫情影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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