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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依然严峻，世界各国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拉动经济增
长。
我国在出台系列政策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
节能优先，加快清洁能源发展，促进能源供应多元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我国能源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内容。
　　2009年，风电的大规模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电源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由于我国风电开发较为集中，且多处于“三北”地区（东北、西北、华北），部分地区已暴露出系统
调峰运行困难、风电远距离外送能力不足等问题。
如何合理、有序地开发利用我国的发电能源资源，改善电源结构，优化电源布局，促进我国清洁能源
开发与电力系统协调发展，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安全、经济、充足、清洁的电力供应，是必
须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为此，国网能源研究院开展了中国发电能源供需与电源发展分析研究工作，形成了《中国发电能源供
需与电源发展分析报告》，全面总结了2009年我国发电能源资源供需和电源建设的最新进展情况，剖
析了行业热点问题，分析了2010年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的发电能源供应保障体系建设和电力工业发
展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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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发电能源供需与电源发展分析报告》是能源与电力分析年度报告系列之一。
本报告分为现状分析、相关政策与发展形势分析及2010年发展形势展望三篇。
在现状分析篇中，全面介绍了2009年我国发电能源供需及电源发展状况，总结了电源发展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
在相关政策与发展形势分析篇中，结合相关政策，分析了近年来我国煤电运及水电、核电、风电等清
洁能源发展形势，总结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结合风电大规模快速发展形势，对风电
与其他电源的协调发展、风电与电网的协调发展等风电大规模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
系统的研究。
在2010年发展形势展望篇中，对2010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电能源和电力供需形势等进行了预测分析
。
　　本报告可供我国能源及电力工业发展相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及研究单位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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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右岸电站机组中，有8台是由我国自主设计、制造、安装的，哈电、东电各自承担了4台的设计
制造任务，国内合同份额占2／3，国内制造份额超过70％。
目前国产机组运行情况良好，能量特性和稳定性能等方面都达到了国际同等水平。
　　我国已经具备了大型水轮机转轮叶片制造能力。
2009年9月，由宁夏共享铸钢有限公司承担的大型水电机组叶片制造产业化项目，在银川市顺利通过了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等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评审验收，并向三峡电站交货10件，改变了我国超大
型水电机组叶片长期依靠进口的局面。
　　据分析，到2020年，我国大型混流式水轮机需求量超过130台，大型叶片总需求量约为2000片，铸
造、加工总产值约为100亿元。
如果三峡地下电站水轮机叶片全部使用国产叶片，可降低20％的成本。
　　2.6.3 核电技术进步情况　　我国第一台采用中国改进型压水堆核电技术CPR1000核电机组调试成
功。
2009年9月，我国第一台采用国产改进型压水堆核电技术CPR1000核电机组——岭澳核电站二期1号机
组核岛冷试成功，成为2005年国家加快发展核电步伐以来首个进入商业运行前全面调试阶段的核电机
组。
从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引进国外技术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到采用自主技术建设岭澳核电站（二期）、
辽宁红沿河核电站，中国核电技术经过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形成了具有自主品牌的中国改进型百万
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2PR1000），技术的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同类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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