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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水电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一一

口潘旭明 王 雎[西南财经大学成都610074]

[摘要】 四川省是水能资源十分丰富的大省，水电产业是四川的支柱产业。四川水电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有利于保障四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对全国经济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在分析四川水电产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四川水电产业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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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省水电产业的发展现状

(一)四川省水能资源现状

四川省能源资源特点是煤少、油缺，唯水力资源

得天独厚，是四川能源的最大优势。四川省能源资源

构成比例为：煤炭资源约占23．5％，天然气及石油资

源约占1．5％，水能资源约占75％。

四川水能资源富甲天下，全省共有大小河流

1300余条，水力资源在1万kw以上的有850条，平

均每平方公里可开发的年水力发电量90．46万

kw．h，为全国平均值的4．6倍，见表1。全省水能资

源理论蕴藏量、技术可开发量、经济可开发量均占全

国的四分之一以上[I】。根据近期进行的水力资源复

查成果，全省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约1．448亿kw，技

术可开发装机容量1．20亿kw，年发电量6131．86亿

kW．h，分别占全国的20％以上，居全国首位。目前四

川省已建水电站(截止2004年为1338．29万kw)装

机容量仅占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的11．2％，水力资

源开发潜力巨大。

表1 四川省水力资源统计表

l万kW以上 理论年发电量 技术年发电量 经济年发电量
水系名称

千支流条数 亿kW．h 亿kw．h 亿kW’h

金沙江 152 2899．06 14粥．4 1130．44

雅砻江 l∞ 3303．65 1632．88 n21．92

大渡河 149 2950．34 1349．67 985．78

青衣江 62 5lO．18 l跖．“ l∞．87

岷江 64 1228．53 ”7．39 2硒．42

都江堰 lO ∞．87 22．29 22．13

沱江 6 113．53 26．15 25

涪江 29 356．旺 1“．42 134．89

嘉陵江 35 401．8 147．81 135．5l

渠江 23 133．酯 35．8 31．92

其他 27 521．16 150．19 22．76

合计 737 12499．5 55铝．64 柏17．64

贾料来源：转引目‘四川水力发电’2∞1年3月，p8

四川省水力资源不仅丰富，而且还有以下特点：

1)可建设的水电站大、中、小齐全。四川省可开发的

水电站中，大型电站有57座，装机容量8120万kW左

右，占技术可开发量的78％左右；中型电站有286座，

装机容量1913万kW左右，占技术可开发量的

18．5％左右；小型电站1567座，装机容量330．96万

kW，占技术可开发量的3．5％左右。技术可开发水电

站的品种齐全，便于因时、因地、因财力有选择的开

发。2)分布集中、利于开发。四川省的水力资源不仅

资源丰富，而且分布集中，其水力资源主要集中在西

部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三大江河上，技术可开发

装机容量9783万kw，占全省技术可开发量的

81．4％。即使在一些较小的河流上，水力资源也比较

集中。水电电源点的集中便于进行流域开发、梯级开

发与滚动开发。3)其它优点。四川省众多河流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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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不仅经济指标优越，投资效益好，而且除发电

效益外，还具有防洪、灌溉、航运和旅游等多种效益。

(二)四川省水电电力生产状况

四川发电市场的主体主要有四个：省电力公司电

厂、华能电厂、地方电厂和企业自备电厂。其中省电

力公司所属电厂和华能电厂可视为一个主体，主要供

电对象是国家电网覆盖面内的城乡地区，并向地方电

网售电，间接向地方电网覆盖地区供电。地方电厂的

主要供电对象是地方电网覆盖面内的地区，大部分是

农村地区。企业自备电厂基本上是自发自用，就地平

衡，余电上网。2000年四川省电网水电装机和发电

量与全国其他电网水电装机和发电量的分布如下：

表2 2000年全国水电装机及发电量分布

装机容量
占比(％)

发电量
占比(％)

(万千瓦) (亿千瓦时)

华北电网 312．8 4．4 35．2 1．6

东北电网 561．8 7．8 8l 3．7

华东电网 600 8．4 97．8 4．5

华中电网 1501．8 20．9 530．4 24．4

西北电网 753．2 10．5 263．1 12．1

山东省电网 6．8 0．1 0．2 0

福建省电网 528．9 7．4 193．8 8．9

广东省电网 701．5 9．8 155．7 7．2

广西电网 413．6 5．8 168．1 7．7

重庆电网 32．4 0．5 13．5 0．6

四川省电网 988．2 13．8 325．2 15

云南省电网 422．3 5．9 189．2 8．7

贵州省电网 188．5 2．6 72．4 3．3

海南省电网 56．7 O．8 14 O．6

新疆省电网 86．8 i．2 30．5 14

西藏自治区 29．5 0．4 5．8 0．3

贾料呆源：根据国冢电力信息网(www．叩．mm．cn)的贾料整理。

由上表可见，2000年四川省电网水电装机容量

占全国的13．8％，发电量占全国的15％，二者均低于

四川水能资源占全国20％的比例。近几年随着西部

大开发等政策的实施，四川水电产业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截止2004年底，全省发电装机容量为2028．32万

kW，其中水电1338．29万kw，占全省总装机容量的

66．0％；全省年发电量935．29亿kw·h，其中水电发

电量589．02亿kw“，占全省总发电量的63．0％，平

均发电利用小时数为4400h。

(三)四川省电力消费状况

四川省能源消费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49年到

2002年，总的能源消费增长了48倍，水电消费从无到

有，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状况，2002年水电消费占全

省能源消费总量的23．5％，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7．8％，说明四川水资源的优势已经逐步显现出

来。见下表。

表3 四川省历年能源消费总量和构成情况

消费总量
年份 煤炭+ 水电+ 天然气‘ 石油。

(万t标准煤)

1949 142 99．2 O．1 0．7

1962 1039 79．6 2．9 14．8 2．7

1970 1638 74．O 3．8 16．2 6．0

19∞ 4125 71．4 7．9 17．5 3．2

1990 6112 74．3 10．2 11．4 4．1

1995 6367 74．1 12．O 8．8 5．1

200口 68“ “．2 23．5 10．2 12．1

2002全国 148000 66．1 7．8 2．7 23．4

注：*指占能源捎费总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根据四川省统计局网资料整理

四川省的用电市场可分为由主网供电的市场和

地方电网供电的市场两大市场，主网电力市场的电力

消费量占全省的60％以上，用户以工业用电、第三产

业和居民生活为主，地方电力市场的用户主要以工

业、居民生活和农业为主，工业用电比重明显偏低。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计量经济研究所分

析，中国小康社会人均生活用电标准为每人每年

200kw·h。四川省目前人均生活用电仅为87kw“，

远低于小康社会人均生活用电的标准，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人均电力消费还会有较大的增长。

(四)四川省电网建设情况

四川电网分四川省电力公司经营管理的“四川主

网”和各县(市)电力公司经营管理的“地方电网”两部

分。“四川主网”是覆盖全地区的完整电网，主供电源

有国有大、中型发电厂，华能公司所属电厂等。“地方

电网”是随开发农村小水电而逐步形成的小电网，它

以县(市)为实体，主要任务是向县(市)及以下乡镇农

村提供电力。四川省已形成以联结川西、乐山、川南

和攀西四个地区统一的220kV为骨干的主网为主、地

方电网为辅的电力系统，并通过碧口水电站和西北电

网相联。目前，四川省电网建设主要存在以下主要

问题：

1．电网建设投资不足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较低的发

展阶段上，电力短缺一直是电力系统存在的主要矛

盾。因此，历史上，电源建设摆到了突出的地位，电网

建设则从属于电源的建设，电力建设中严重地存在着

“重发、轻供、不管用”的倾向。从“一五”到“八五”期

间，我国电网投资仅为电源投资的l，8到1／4，“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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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输变电投资占到电力基本建设投资的24．2％。

2．电网建设滞后

表现为主干电网薄弱，城市电网老化，农村电网

覆盖面小。首先，由于四川水力资源主要集中在西

部，导致已建水电电源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因此需

要省内水火电调节运行，实行省内西部水电东输。而

现有500kV电网比较薄弱，影响供电范围的扩大和电

网运行的可靠性。其次，跨区联网线路容量不足，多

采用单回线的周边连网方式，无法满足跨区交易的需

求，限制了联网效益的发挥。第三，无功配置不足，电

压质量不高，部分电网存在高峰负荷时电压偏低、低

谷时电压过高的问题。

3．电源结构不合理

一方面水电装机比重较大，约占系统总装机容量

的三分之二；另一方面，在水电装机容量中，具有良好

调节性能的水电站十分有限，除宝珠寺(70万kW)、

二滩(330万kw)、大桥(10万kW)等水电站具有季调

节或以上能力外，其余均属于仅具日、周调节能力，丰

枯期出力相差较大，电网运行困难；而在火电装机容

量中，有近50％为单机10万kW及以下机组，煤耗

高，对环境污染严重。随着系统负荷峰谷差的进一步

加大，四川电网调峰问题也日益突出。

4．电网投资回报率低

我国的电网投资回报率远低于国内工业投资回

报率和独立发电公司回报率，也远低于电网投资回报

率的国际水平，无法吸引到足够的投资。以国家电网

公司为例，其资产回报率和销售利润率分别为0．4％

和0．6％，远远低于独立发电公司的7．1％和18．9％，

也低于全国工业的平均水平(2001年分别为3．5％和

5．1％)，电网企业从独立发电公司获得的购销差价不

足以弥补输配电成本。在当前输配电价水平和体制

下，难以实现电网公司的内部积累，电网建设存在着

巨大的投资缺口。

(五)四川省电力市场建设情况

四川省电力市场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在：

1．电力市场供需波动较大

由于受电力生产的结构性影响，四川省电力市场

近几年出现了季节性缺电、时段性缺电、结构性缺电、

区域性缺电等情况。严重时，成都市二环路以外几乎

都是一片漆黑，某些小区停电经常长达一个星期，甚

至半个月时间。此时，在四川省的一些远离城市的农

村、电网薄弱的地方，一些所谓不甚重要的地区和用

户，其缺电情况就更是苦不堪言。

2．“厂网不分”

各级电力公司既管厂又管网，究竟先在哪一方面

投资就有一个比较。建电厂收益明显、利润高；建电

网则有一定的公益性，特别是不同地区间的通道，谁

来建、利润如何分，都相对复杂。这就客观造成了电

网建设相对落后的局面。

3．电价制定不科学

电价是电力市场的杠杆，不仅影响电力供应，而

且影响电力销售。由于电力工业体制改革和电力市

场的发展，现行电价政策、制定电价的方法等已越来

越不适应新的形势要求，暴露出了许多弊端，在一定

程度上已开始阻碍电力工业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

受限于价格机制不健全，在进行跨省区电力调度时各

地区都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影响电力资源在地区之

间的优化配置乜1。

另外，还存在电力市场法规不健全、电力市场主

体行为不规范、缺乏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及农村电

力体制改革滞后等情况。

二、四川省水电产业发展战略措施

根据国家计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

计划能源发展重点专项规划》要求，把优化能源结构

作为能源工作的重中之重，对电力建设提出“重点加

强电网建设、积极发展水电，优化火电结构，适当发展

核电，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发电”的方针，为四川水电

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具体到在水电的开发，应以

把四川建成全国的水电能源基地为战略目标，以国家

实施“西电东送”为契机，重点加快金沙江、雅砻江、大

渡河、岷江、嘉陵江等流域水电的开发。鼓励优先兴

建有大库容、高调节补偿能力和有综合利用效益的水

电站，支持民族地区和盆周山区适度开发中小水电。

积极发展特高压电网，推进与全国电网联网，继续加

强城乡电网建设。

(一)电源建设目标规划

四川省能源的优势在水能，因此，四川电源建设

应以开发西部的水能资源为重点，并适度发展符合环

保要求的大中型燃煤电站，配套建设经济合理、满足

调峰要求的燃气电站。

“十一五”期间新增水电主要有瀑布沟以及一些

中小河流的中型电站。2010年前后，四川的中小型

电站基本开发殆尽，水电开发转向大型水电站。拟开

发的电站主要集中在雅砻江和大渡河上，这些电站装

机容量大，调节性能好。根据省电力公司的资料，四

川电网2005—2020年水电电源建设进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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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四川省2005。2020水电电源建设安排

单位：万kW

年 份 2005 2010 2015 2020

l美姑河 O 34．5 51．5 51．5

2雅砻江 353．4 500．4 1709．4 2119．4

3大渡河 229．4 899．1 1844．1 2258．6

4岷江 2硝．6 394．4 504．2 504．2

5青衣江 59．4 177．4 183．7 183．7

6嘉陵江 145．4 249．7 336．5 336．5

7涪江 34．8 76．9 76．9 114．9

8渠江 5．8 13 13 13

9其他小水电 422．9 472．9 522．9 572．9

10全省水电装机合计 1519．7 2818．3 5242．2 6154．7

贤料来源：四川省电力局内部资料

(二)加强电网建设

为了适应电力工业发展的需要，电力行业的行政

管理、电网和发供电管理方式都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整

和改进。为此，可采取一下措施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电

网建设。

1．坚持电网统一调度

发、供电企业必须服从电网统一调度，努力提高

设备出力和利用小时，提高检修质量和可靠性，保证

供得出、压得下、稳得住，减少临修和无计划停电，共

同为社会提供合格电能和优质服务。

2．维持电源和电网之间适当的资产比例关系，

保证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电网与电源建设是电力系统建设互相关联、不可

分割的两个方面，两者问维持一个适当的比例关系是

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

3．进一步完善电网投资管理体制

1)建立电网建设基金。电网建设在短时间内难

以具备吸引大量社会资金的条件，作为应急措施，可

以设立电网建设基金，专用于电网建设，待将来输配

电价到位后，再予以取消。2)扩大电网投资建设主

体。在坚持对电网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调

度和统一管理”原则的条件下，容许社会各类资金参

股电网公司，在电网公司的统一管理下，有序进入电

网投资建设。3)重组电网公司资产。在逐步提升输

配电价的同时，配合若干国家政策以及采用某些金融

手段对电网公司的资产进行重组。

(三)完善电力市场建设

“电力商品具有天然垄断性”，垄断经营并不意味

市场是铁板一块。在一定环节、一定程度上开放市

场，引入竞争，有利于电力工业的发展和电力工业管

理水平的提高。

根据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关于区域电力市场建

设的指导意见(电监市场[2003]2l号)，结合四川省电

力市场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四川电力市场建设应该

坚持：从四川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内外电力市场

建设的经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电力工业发展规

律，以厂网分开、竞价上网为基础，充分发挥市场配置

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优化电力资源配置，促进电力工

业持续健康发展。具体措施包括：

1．构筑政府监管下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

省级电力市场体系

电力市场包括统一市场和共同市场两种基本模

式。统一市场是指在一个区域内设置一个电力市场

运营机构，电能交易(包括合约交易和现货交易)和交

易价格均在一个市场运营机构内形成。共同市场是

指在一个区域内设置一个区域市场运营机构和若干

个市场运营分支机构，电能交易(包括合约交易和现

货交易)和交易价格在市场运营机构内分层形成。根

据四川当前电力丰水期略余、枯水期不足的现状，应

实行丰水期水火电置换市场交易。同时，按照国家有

关改革政策，抓紧电力市场规范化研究，完善交易

规则。

2．电能交易按照“合约交易为主，现货交易为

辅”的原则组织

合约交易是指市场主体通过签订电能买卖合同

进行的电能交易，现货交易是由发电企业竞价形成的

次日(或未来24小时)电能交易以及为保证电力供需

的即时平衡而组织的实时电能交易。

3．根据国家电价改革政策，应全面清理、重新核

定各类电厂上网电价

并进一步推动丰枯、峰谷电价政策的实施，利用

价格杠杆促进用户经济合理用电。

4．深化厂网分开，培育和规范市场竞争主体

对集资建设或合作建设的发电企业，要抓紧明晰

产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落实出资人权利，按现代企

业制度组建独立发电公司；对跨省跨区经营的发电企

业，要理顺发电企业参与电力市场的组织关系；在政

府依法监管下，按照市场引导、企业自愿、优势互补、

规模经营的原则，推动发电企业的联合、重组，并创造

条件，逐步优化发电企业的产权结构。

5．加快电力市场运营机构建设

在现有电力调度通信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健全

电力交易、计量、结算等功能，合理确定电力调度交易

机构的功能分工，逐步建成与市场运作相适应、综合

配套的电力市场运营机构。

  万方数据



JoumaI of UESTC(Social Sclences Edltjon)Aug．2006，VoI．8，No．4

6．健全电力市场法规体系

加强电力市场法规建设，制定电力市场运营的基

本规则、区域电力市场运营规则和有关细则，加强市

场准入和退出管理，保证电力市场运营规范、有序。

三、结语

开发四川水电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立足四

川，着眼全国。把开发四川水电与国民经济，特别是

四川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为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服

务㈨。为此，政府有必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并在

电力市场中引入市场机制，积极推进电力体制改革，

同时，加强电力市场的预警预测工作，调整制定相关

配套政策，防止和避免电源建设和用电需求的大起大

落。这样才能促进四川水电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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