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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在我国，特高压一般是指&plusmn;800千伏及以上的直流电和1000千伏及以上交流电的电压等

级，包含特高压交流输电和特高压直流输电两种技术形态。特高压电网是以1000kV输电网为

骨干网架，超高压输电网和高压输电网以及特高压直流输电高压直流输电和配电网构成的分

层、分区、结构清晰的现代化大电网。特高压电网被称为&ldquo;电力高速公路&rdquo;，特高

压输电可实现能源的长距离、大规模、高效的配置，代表着当今世界输电技术的最高水平和

未来发展趋势，对我国能源的安全、高效、清洁供应作用突出，相比传统模式的综合优势明

显。现阶段，我国是全球唯一掌握并实际应用特高压输电技术的国家。

特高压电网是建立能源互联网、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环。虽然中国发电量、能源生产

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耗能水平与发达经济体还有较大差距，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未来还有较大提高空间。同时，以5G基站、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信息新基建领域均

是耗电大户。从区域看，中国80%以上的煤炭、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

地区，70%以上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资源分布消费严重不均。而风电、太阳能等

新能源发电具有的随机性、波动性使得必须建立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大范围配置、高效利

用的能源互联网，即&ldquo;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rdquo;。  

我国作为特高压输电领域唯一实现大规模投入商业运营的国家，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此前三阶段累计投资规模达到5012亿元。国家电网数据显示，2021年特高压工程累计线路长

度进一步增加至42156公里左右，与2020年相比提高了17.52个百分点。从项目周期来看，特高

压线路建设周期为2-3年，因此随着新核准线路建设的陆续推进，2020-2025年我国特高压线路

长度将保持稳定增长，预计到2025年有望突破4万公里。  

经济减速的大趋势加上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情况加重，作为新基建内容之一的特高压电网行

业具有反周期性，具有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就业机会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反而得到政策的支

持而逆风成长。新基建短期可拉动大量需求，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稳投资、稳增长、

稳就业。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特高压电网行业发展趋势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共十四

章。报告首先介绍了特高压电网的概念、必要性、技术特点及优势等，并对中国特高压电网

行业发展环境及政策状况做了详细分析，接着报告对特高压电网行业产业环境以及特高压电

网行业发展情况，如国际特高压电网发展情况、中国特高压电网行业发展历程、市场规模、

竞争格局、现存问题及发展对策等做了具体分析。随后报告对特高压电网产业链、特高压输

电技术、电网安全运行技术、中国目前在运在建设和计划的特高压电网项目、以及特高压电

网项目建设实操问题做了详实的分析，并对国内特高压电网行业龙头及重点企业经营状况进



行了透彻的研究。报告最后对中国特高压电网行业投资状况以及投资风险做了细致的分析，

对与特高压电网行业相关的重点投资领域也做了分析，并对其发展前景及趋势进行了科学的

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能源局、国家电网、

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

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

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特高压电网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特高压电网行业，

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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