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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电力行业分析 

2024 年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但在极端天气、用电负荷增长以及燃料不足

等特殊情况下，局部地区存在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 

近年来，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等问题逐步凸显。在政策导向下，2024 年，中国清洁能源投资金额及占

比均快速提高，清洁能源装机规模首次超过火电装机规模。但为保障电力供应稳定性，目前火电仍占据较

大市场。由于动力煤等燃料价格仍处高位，火电企业仍面临一定的成本压力。 

预计 2025 年中国电力供需总体紧平衡，局部地区高峰时段电力供应偏紧。未来，电力行业将在科技

创新力推动下着力保障安全稳定供应、建立健全市场化电价体系及加快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联合资信 工商评级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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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电力行业概况1 

1. 总括 

火电仍是当前中国电力供应的最主要电源，但在政策导向下，清洁能源投资金额

及占比均快速提高，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增幅明显，对火电替代作用日益突显。伴随着

经济快速复苏，2024年，中国电力投资完成额及发电量均同比增长。 

受农村电网巩固提升、电气化改造及配电网高质量发展需求等影响，中国电网建设

保持较大投资规模。2024年，中国电网工程建设完成投资6083亿元，同比增长15.3%。

受电力需求增长以及电源结构调整等政策导向影响，中国电源工程投资整体保持快速

增长趋势，并逐步超过电网建设投资。2024年，中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投资为1.17

万亿元，同比增长12.1%。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投资占电源投资比重为86.6%。 

图 1  近年中国电源及电网投资情况 

 

注：因未获取2024年风电和太阳能投资金额，该数据由非化石能源发电投资金额（包括风电、太阳能、水电等类型）替代；相关同比变动

比例未做计算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中电联数据整理 

装机容量方面，2024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4.3亿千瓦。受能源转型规划和大

                                                 
1 报告中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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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项目推进影响，新能源装机增量明显，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全年合计新增装机3.6亿

千瓦，占新增发电装机总容量的比重达到82.6%。截至2024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

容量33.5亿千瓦，同比增长14.6%。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19.5亿千瓦，同比

增长23.8%，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为58.2%，比上年底提高4.3个百分点。截至2024年底，

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生物质发电在内的新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4.5亿千瓦，首次超

过火电装机规模（11.9亿千瓦）。 

图 2  近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变动情况      图 3 截至 2024 年底主要电力装机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中电联数据整理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中电联数据整理 

用电需求方面，2024年，全社会用电量9.8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8%，主要系“两

新”政策等一揽子增量政策措施作用下，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支撑电力消费较快

增长所致。其中，第二产业用电量6.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全国第三产业用电量

1.83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9%。 

发电机组运行方面，2024年，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利用小时3442小

时，同比降低157小时。其中，受来水情况好转影响，水电机组同比提高216小时至3349

小时；核电同比提高144小时至7805小时2；受全国平均风速及水平面辐照量同比下降以

及部分区域新能源限电等因素影响，并网风电及太阳能机组利用小时分别同比下降107

小时和81小时至2127小时和1211小时。 

2024年，中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9.4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其中，煤电发

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超六成，仍是当前中国电力供应的主力电源。此外电力市场化持

续推进，2024年，中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6.2万亿千瓦时，占

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63%。其中，全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占市场化电量

比重超90%。 

                                                 
2 核电数据来源为国家核安全局 



 

www.lhratings.com  研究报告 3 

图 4  中国发电量、用电量情况图           图 5  2024 年主要电源发电量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中电联数据整理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中电联数据整理 

2. 核电概况 

中国核电装机规模稳步增长，机组整体运行稳定，利用效率保持在很高水平。 

中国核电主要经营主体包括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国

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近年来，伴随核电技术的提升以

及对核电安全风险把控考虑，中国核电装机容量稳步增长。根据国家核安全局数据，

截至2024年底，中国核电装机容量为5943万千瓦（不含台湾地区），占全国发电装机容

量的1.77%。其中，2024年，漳州核电厂1号组件和防城港核电站4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

运营。 

机组运行方面，2024 年，中国运行核电机组利用小时 7805 小时，同比提高 144 小

时，带动发电量同比增长 2.7%。 

图6  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国家核安全局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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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技术方面，2018 年以来，中国核电机组已进入集中投运期。其中，三门核电

站为 AP1000 技术的全球首堆，海阳核电 1 号为全球第二台 AP1000 机组，台山 1 号机

组运用法国 EPR 技术，均为三代核电机组；目前该等机组各项技术指标均符合设计要

求、机组状态控制良好，其正式投产标志着中国三代核电机组的技术安全水平已基本

达到相关标准。山东荣成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标志着中国在第

四代核电技术研发和应用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3. 水电概况 

水电为中国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根据资源区域分布，中国正逐步形成十三大水

电基地。伴随大型水电站项目陆续投产发电，中国水电装机规模保持增长态势；但受

来水情况影响，机组运营效率有所波动。 

从空间分布看，中国水电资源总量的75%集中在西部地区，其中云南、四川、西藏

三省（自治区）占比约60%。资源区域分布差异决定了中国“西电东送”的基本格局，

包括“北、中、南”三大输电通道。中国正逐步形成十三大水电基地，规划总装机容量

超过2.86亿千瓦，对实现水电流域梯级滚动开发、实行资源优化配置、带动西部经济发

展均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 

图7  中国十三大水电基地分布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 

中国整体水资源有限，未开发流域部分电站开发难度较大、成本较高。近年来，受

政策扶持以及前期建设大型电站的陆续投产，中国水电装机容量持续增长。截至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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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4.36亿千瓦，占中国发电装机容量的13.01%，相较于风电和光

伏装机容量的快速增长，水电装机占比有所下降。 

水电机组发电效率受资源波动影响较大。2024年，受全国来水好转影响，中国6000

千瓦及以上水电厂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3349小时，同比增加216小时，同时叠加装机规

模扩大因素影响，带动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24.8%。 

图8  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中电联数据整理 

二、 行业关注及政策调整 

1. 煤炭价格波动及煤电价格调整 

煤炭价格受供需影响波动较大，2020年下半年以来煤炭价格涨幅明显，对此，政

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引导煤炭价格理性回归以及成本传导提升电价等。2023年以来，煤

炭价格逐步回落并仍处于相对高位震荡，煤电企业整体盈利有所恢复，但截至目前仍

存在较大成本控制压力。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在安全检查、大秦铁路检修、进口煤限制等多重因素影响下，

中国煤炭产量增速放缓，进口煤量同比下降，煤炭供不应求导致其价格快速拉升，进

而严重激化煤、电价格矛盾。对此，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如优先确保发电供热

用户的长协合同资源及履约、鼓励符合条件的煤矿核增生产能力，增强煤炭保供。《2024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中明确了持续增强保供能力、推进煤炭稳产增产的目标。先进

产能释放将有助于煤炭供需回归平衡，带动煤炭价格合理回落。同时，伴随技术水平

的提升，煤炭开采行业也逐步加强智能化建设，2024 年 3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煤矿

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指出，到 2030 年基本完善智能化煤矿设计、建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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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运维、评级等环节的系列标准，并加快成果转化，推动煤矿优质产能释放，或将

进一步加强保障煤矿安全高效生产，逐步降低成本。 

图9  近年来国内主要煤炭品种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 

2. 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新能源上网价格改革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

进一步推动新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发展，新能源上网电价实行固定价格，不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

也没有公平承担电力系统调节责任，矛盾日益凸显，亟需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

改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通过完善现货市场交易和

价格机制、健全中长期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及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等

方式推动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面进入市场。 

此次市场化改革有利于：1）推动新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新能源上网电价全面由

市场形成，存量增量分类实施支持措施，有利于形成真实的市场价格，促进电力资源

高效配置，引导新能源行业健康有序发展；2）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能源入市交

易后，将公平承担电力系统调节成本，各类电源在电力系统中的价值将得到更充分体

现，更好引导新能源与调节电源、电网协调发展，助力构建更加高效协同的新型电力

系统。3）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改革后，新能源与煤电等一样进入电力市场、

上网电价均由市场形成，电力市场化交易进一步扩围，同时各地电力市场规则将按照

国家要求相应完善，能够极大促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 

3. 新型储能并网及调度运用 

规范新型储能并网接入管理，优化调度运行机制，有助于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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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我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积极

发展清洁能源，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型储能作为支撑新能源发挥主体电源作用

的关键技术，是实现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2024年4月2日，国家能源局

发布《关于促进新型储能并网和调度运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范新型储

能并网接入，推动新型储能高效调度运用，促进新型储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为新型电

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该《通知》对接入电力系统并签订调度协议的新型储能进行了规范，并具体分为

调度调用新型储能和电站自用新型储能两类。其中，调度调用新型储能指具备独立计

量装置，并且按照市场出清结果或电力调度机构指令运行的新型储能，主要包括独立

储能电站、具备条件独立运行的新能源配建储能等；电站自用新型储能指与发电企业、

用户等联合运行，由发电企业、用户等根据自身需求进行控制的新型储能，主要包括

未独立运行的新能源配建储能、火电联合调频储能、具备接受调度指令能力的用户侧

储能等。并从多个方面提出保障措施，明确了各单位关于新型储能并网和调度运行的

职责，更好发挥管理合力。 

4. 加快虚拟电厂建设发展 

虚拟电厂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电力市场建设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虚拟电厂通

过聚合分布式电源、可调节负荷、储能等各类分散资源，能够提供调峰、调频、备用

等多种调节服务，有效缓解电力供应紧张局面。 

虚拟电厂是实现智能配电网的重要技术之一，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电力市场建

设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2025年4月1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

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为我国首个虚拟电厂领域

专项政策文件，《意见》在规范虚拟电厂的定义和定位的同时，还明确了积极推动虚拟

电厂因地制宜发展、完善虚拟电厂参与电力市场等机制以及推动虚拟电厂技术创新和

标准规范体系建设等任务。 

在虚拟电厂的发展目标方面，《意见》明确，到2027年，虚拟电厂建设运行管理机

制成熟规范，参与电力市场的机制健全完善，全国虚拟电厂调节能力达到2000万千瓦

以上。到2030年，虚拟电厂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各类商业模式创新发展，全国虚拟

电厂调节能力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 

此外，《意见》提出，积极落实“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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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对符合条件的虚拟电厂项目，给予资金支持。鼓励金融机构为虚拟电厂提供低息

贷款、信用担保、绿色债券等支持。 

三、 行业展望 

预计 2025 年中国电力供需总体紧平衡，局部地区高峰时段电力供应偏紧。未来，

电力行业将在科技创新力推动下着力保障安全稳定供应、建立健全市场化电价体系及

加快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根据中电联发布的《2024－2025 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预计 2025

年迎峰度夏等用电高峰期部分地区电力供需形势紧平衡。从供应方面看，2025 年，全

国新增电源装机仍然保持快速增长，部分特高压直流工程投产，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

增强；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持续提升，风、光资源及来水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局部地区

部分时段电力生产供应的风险。从需求方面看，2025 年中国宏观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

增长，将为中国电力需求增长提供稳定支撑。但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外贸出口形

势以及极端天气等方面给电力消费需求带来不确定性。 

此外，2024 年以来，中国煤炭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受煤炭保供政策以及进口煤炭

增加等因素影响，煤炭价格高位震荡下行，因此预计 2025 年煤炭市场供需仍保持平衡，

煤炭价格呈高位震荡态势，火电企业经营仍面临一定的成本压力。 

未来，电力行业将在科技创新力推动下着力保障安全稳定供应、建立健全市场化

电价体系及加快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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