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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巨大市场风险和

外部不确定性。对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加大力度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下称“新基建”），以“一业带百业”，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

动能，同时带动社会创业与就业，是国家稳增长、稳就业、促创新、助转型

的关键支撑，具有“利当前、惠长远”的战略意义。 

       其中，特高压输电行业具有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少占地等综合优

势。将大型能源基地和用电地区置于特高压电网覆盖范围内，能够实现地区

间电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保障电力供应、提高清洁能源利用率、提升电网安

全水平，推动能源互联网的构建。特高压行业发展具备逆周期性，产业链条

较长，可带动设备制造企业恢复生产，广泛拉动社会投资，增加就业岗位。

特高压建设中长期经济效益显著，能够复苏并推动我国实体经济向前发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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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中国能源资源与负荷中心呈明显逆向

分布，大量能源资源分布在西部、北部地

区，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一次能源匮乏，

但人口稠密，电能需求量大。采用特高压

输电可以实现大范围优化配置能源资源，

保障大型能源基地的集约开发和电力的合

理输出利用，将我国东、西两边连接起来，

解决两边发展的不对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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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 

       特高压输电指交流电压等级在1000kV

及以上、直流电压在±800kV及以上的输电

技术，具有输送容量大、传输距离远、运行

效率高和输电损耗低等技术优势，是实现远

距离电力系统互联，建成联合电力系统的物

理架构基础，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输电技术。 

02 

技术优势 

       相较于传统高压输电，特高压输电技术的输电容量将提升2倍以上，可将电力送达

超过2500千米的输送距离，输电损耗可降低约60%，单位容量造价降低约28%，单位

线路走廊宽度输送容量增加30%。 

技术指标 高压直流 特高压直流 对比优势 

电压等级 
±300kV 
±500kV 
±600kV 

±800kV - 

输电容量 300-400万kw 800万kw 
特高压直流输电采用4000安培晶闸管阀，输电容量是传
统高压直流输电的2-2.6倍 

输电距离 <1000km >2500km 
传统高压输电线路距离小于1000公里，特高压经济输电
距离可以达到2500公里甚至更远，为西南大水电基地开
发提供了输电保障 

输电损耗 4.7%-6.9%/km 2.8%/km 
在导线总截面、输送容量均相同的情况下，±800kV直流
线路的电阻损耗是±500kV直流线路的40%，是±600kV级
直流线路的60%，提高输电效率，节省运行费用 

单位造价 2.16元/km·w 1.56元/km·w 
对于传输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超大容量输电需求，
±800kV直流输电方案的单位输送容量综合造价约为
±500kV直流输电方案的72%，节省工程投资效益显著 

单位走廊宽度 
传输容量 

6.5万kw/m 8.4万kw/m 
±800kV直流线路单位走廊宽度输送容量是±500kV方案
的1.3倍，提高输电走廊利用效率，节省宝贵的土地资源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表 1  高压输电与特高压输电优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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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背景 

       2020年2月，国家电网发布《2020年重点工作任务》，内容涉及特高压引入社会

资本、建设完善的电力物联网、综合能源服务、营配调贯通等31项具体工作。此次发

布延续了此前国网在特高压、电力物联网等方面的投资主线，同时与“新基建”中以

电力为核心的能源建设布局形成高度契合，建设方向确定性强。特高压输电技术含量

高，项目造价高昂，可以拉动新型装备制造、技术服务、建设安装等多领域业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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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背景与环境 

产业发展环境 

       新冠肺炎疫情一度给社会发展按下暂停键，特高压工程的开展不仅可以拉动与之

相配套的中低压及配网板块工程建设，还可依托其自身对上下游关联产业的配套需求，

直接带动铁塔电缆、电气设备、通信设备等配套产业联动发展，提供就业岗位，促进

各细分行业加快复产进度，对稳定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2020年，国家

电网公司将加快核准包括白鹤滩-江苏、南昌-长沙等“五交两直”特高压工程，涉及

项目动态投资总规模919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2235亿元，整体规模超过3000亿元。  

经济带动效应 

工程名称 电压等级 动态投资金额 

白鹤滩-江苏 1000kV交流 306亿元 

白鹤滩-浙江 1000kV交流 270亿元 

南阳-荆门-长沙 ±800kV直流 105亿元 

驻马店-武汉（配套） ±800kV直流 35亿元 

荆门-武汉（配套） ±800kV直流 69亿元 

南昌-武汉（配套） ±800kV直流 59亿元 

南昌-长沙（配套） ±800kV直流 75亿元 

“五交两直”动态投资总金额：919亿元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表 2  2020年国家电网工作任务“五交两直”动态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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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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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高压输电线路总览 

工程名称 核准时间 投运时间 电压等级 输电距离 重要建设意义 

试验阶段 (2006-2010)： 核准并开工建设“一交三直” 

晋东南 - 南阳 - 荆门 2006年8月 2009年1月 1000kV交流 654km 中国第一条特高压交流工程项目 

云南 - 广东 2006年12月 2010年6月 ±800kV直流 1438km 中国第一条特高压直流工程项目 

向家坝 - 上海 2007年4月 2010年7月 ±800kV直流 1907km - 

锦屏 - 苏南 2008年11月 2012年12月 ±800kV直流 2059km - 

第一轮建设高峰 (2011-2013)： 核准并开工建设“两交三直” 

淮南 - 浙北 - 上海  2011年9月 2013年9月 1000kV交流 649km 华东特高压交流环网的南半环 

哈密南 - 郑州 2012年5月 2014年1月 ±800kV直流 2210km “疆电外送”战略实施的关键一步 

溪洛渡 - 浙江金华 2013年5月 2014年7月 ±800kV直流 1680km - 

浙北 - 福州 2013年3月 2014年12月 1000kV交流 603km - 

糯扎渡 - 广东 2011年12月 2015年5月 ±800kV直流 1413km -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用电量增速维持高位，电网
大力推进基础建设 
建成第一条特高压交流项目 
建成第一条特高压直流项目 

试验阶段 (2006-2010) 

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
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的坚强智
能电网建设周期开启 
核准并开工建设“两交三直” 

第一轮建设高峰 (2011-2013) 

阶
段
一 

阶
段 

二 

阶
段
三 

国家能源局围绕《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集中批复一
揽子输电通道项目"小路条” 
核准并开工建设“八交八直” 

第二轮建设高峰 (2014-2017) 

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快
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
划建设工作的通知》 
规划“七交五直”12条线路 

新一轮重启 (2018至今) 

阶
段 

四 

图 1  中国特高压发展历程图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表 3  中国特高压输电线路总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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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核准时间 投运时间 电压等级 输电距离 重要建设意义 

第二轮建设高峰 (2014-2017)： 核准并开工建设“八交八直” 

锡盟 - 山东 2014年7月 2016年7月 1000kV交流 730km - 

宁东 - 绍兴 2014年8月 2016年9月 ±800kV直流 1720km - 

淮南 - 南京 - 上海  2014年4月 2016年11月 1000kV交流 780km 

华东特高压交流环网的北半环，也是我国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首个获得核准的特高压

工程 

蒙西 - 天津南 2015年3月 2016年12月 1000kV交流 608km - 

酒泉 - 湖南 2015年5月 2017年6月 ±800kV直流 2383km - 

晋北 - 南京 2015年6月 2017年6月 ±800kV直流 1119km - 

榆横 - 潍坊 2015年5月 2017年8月 1000kV交流 1050km 
建设规模最大，输电距离最长的特高压交流

工程 

锡盟 - 胜利 2016年1月 2017年8月 1000kV交流 240km - 

锡盟 - 泰州 2015年10月 2017年10月 ±800kV直流 1620km 

全球首个额定容量达到1000万kV、受端分层

接入500kV/1000kV交流电网的±800kV特高压

直流工程，输电容量、最高接入系统电压均

创造新世界纪录 

滇西北 - 广东 2015年12月 2017年12月 ±800kV直流 1959km - 

扎鲁特 - 青州 2016年8月 2017年12月 ±800kV直流 1234km - 

上海庙 - 临沂 2015年12月 2019年1月 ±800kV直流 1238km - 

北京西 - 石家庄 2017年7月 2019年6月 1000kV交流 228km - 

准东 - 皖南 2015年12月 2019年9月 ±1100kV直流 3324km 
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

离最远、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工程 

苏通GIL综合管廊 2017年6月 2019年9月 1000kV交流 5.4km 华东特高压交流环网合环运行的“咽喉要道” 

山东 - 河北环网 2017年10月 2020年1月 1000kV交流 816km -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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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核准时间 投运时间 电压等级 输电距离 重要建设意义 

新一轮重启 (2018-至今)： 核准并开工在建“三交四直”，计划2020年内核准“五交两直” 

乌东德-广东、广西 2018年3月 在建 
±800kV 

三端混合直流 
1489km 

又称“昆柳龙直流工程”，是全球首个特高

压多端混合直流工程、全球首个特高压柔性

直流换流站工程、全球首个具备架空线路直

流故障自清除能力的柔性直流输电工程 

蒙西-晋中 2018年3月 在建 1000kV交流 304km - 

青海 - 河南 2018年10月 在建 ±800kV直流 1587km 

青海省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设的特高

压通道 

张北 - 雄安 2018年11月 在建 1000kV交流 320km 
保障北京2022年冬奥会供电的配套电网“六

大工程”之一 

驻马店 - 南阳（配套） 2018年12月 在建 1000kV交流 600km - 

陕北 - 湖北 2019年1月 在建 ±800kV直流 1137km - 

雅中 - 江西 2019年8月 在建 ±800kV直流 1711km - 

白鹤滩 - 江苏 2020年6月 - ±800kV直流 2172km - 

南昌 - 长沙（配套） 2020年6月 - 1000kV交流 800km 

荆门 - 武汉（配套） 2020年9月 - 1000kV交流 300km - 

驻马店 - 武汉（配套） 2020年10月 - 1000kV交流 600km 南阳-荆门-长沙、驻马店-南阳、驻马店-武

汉、荆门-武汉、南昌-武汉、南昌-长沙等特

高压交流工程将与在运的晋东南-南阳-荆门

特高压交流工程形成覆盖南阳、驻马店、武

汉、荆门、南昌、长沙的“日”字形华中特

高压交流联网 

南昌 - 武汉（配套） 2020年12月 - 1000kV交流 800km 

南阳 - 荆门 - 长沙 2020年12月 - 1000kV交流 1400km 

白鹤滩 - 浙江 2020年12月 - ±800kV直流 2193km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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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分析 

 

第2章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由点对点的两个

换流站构成，主要设备包括换流设备、

GIS组合电器设备以及直流开关场设备。

特高压交流输电工程由多个变电站点组成，

核心设备包括特高压变压器和电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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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示意图 

       特高压直流线路一般为“点对点”单向传输的两个换流站构成，整体输送线路通

过特高压电缆与铁塔完成两地换流站间架设。电力输送端将发电侧生产的交流电经换

流阀整流为直流电传出，电力接收端将特高压直流电经逆变器转换回交流电，输送到

电力下游变、配电及用电侧。 

       特高压交流线路一般由多个变电站点构成，输送线路多为双回路双向传输，通过

特高压电缆与铁塔完成多变电站点间架设。特高压交流电力传输通过变压器升压完成

输送过程，不涉及换流操作。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输电侧 发电侧 变配电 用电侧 

特高压交流 

特高压直流 

换流站 

特高压
电缆 

铁塔 

双回路 
双向传输 

变电站 

电力传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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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特高压输电产业结构示意图 



产业结构分析 

“新基建”特高压产业发展与投资机会白皮书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Trends on China Ultra-high Voltage Power Grid 

特高压直流 

换流站 

换流设备 

GIS组合电器设备 

直流开关场设备 

换流阀 
换流变压器 
直流保护系统 

GIS间隔 

直流断路器 
直流电抗器 

直流电容器 
直流避雷器 

变电站 

GIS组合电器设备 

变压器 

电抗器 

电容器 

断路器 

互感器 

避雷器 

核心设备结构 

特高压交流 

特高压直流换流站设备主要包括：

换流设备、GIS组合电器设备以及

直流开关场设备。 

其中，核心设备为换流阀、换流变

压器、直流保护系统和GIS组合电

器设备。 

设备名称 单线平均数量 作用 

换流阀 8 
直流输电系统的核心部件，由单个或多个换流桥组成。可分为整流
器和逆变器两类，整流器是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而逆变器是将
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 

换流变压器 56 
主要作用为改变电压，与换流阀一起实现交流电与直流电之间的相
互转换，提供30度的换相角，实现交直流电气隔离以及提高换相阻
抗等 

直流保护系统 2 
根据数据在线分析稳定性, 分析相继故障风险, 优化控制决策，确
保事故停堆，又可避免因仪器故障引起的误动作 

GIS组合电器设备 40 
气体绝缘全封闭组合电器的英文简称，由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
开关、互感器、避雷器、母线、连接件和出线终端等组成的高压配
电装置，替代传统的变电站开关设备，将电能输送到输电线路上 

特高压交流变电站设备主要包括：

GIS组合电器设备、特高压变压器、

电抗器、电容器、断路器、互感器、

避雷器等。 

其中，核心设备为1000kV级特高

压变压器和电抗器。 

设备名称 单站平均数量 作用 

特高压变压器 7 
升压变压器使电力从低压升为高压，然后经输电线路向远方输送，
降压变压器使电力从高压降为低压，再由配电线路对近处或较近处
线路供电 

特高压电抗器 10 
通过动态补偿输电线路过剩的容性无功功率，有效抑制特高压输电
线路的容升效应、操作过电压、潜供电流等现象，降低线路损耗，
提高电压稳定水平及线路传输功率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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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重点与挑战 

可控串补装置 (TCSC) 

串联于交流输电线路中，通
过降低线路阻抗，提高输送
功率，增强系统暂态稳定性 

统一潮流控制器 (UPFC) 

统一控制或有选择的控制影
响线路有功和无功潮流的所
有参数，在负荷密度大、供
电要求高、线路廊道资源紧
张地区具有应用前景 

柔性直流输电 (VSC-HVDC) 

具备可向无源网络供电、不
会出现换相失败、换流站间
无需通信以及易于构成多端
直流系统等特点，在大规模
风电场接入系统、提高区域
联网供电可靠性、缓解负荷
密集地区电网运行压力等多
领域得到应用 

灵活交流输电技术 (FACTS) 

增强交流电网的调节和潮流
优化能力，并提供紧急功率
和电压支撑 

技术重点 

面临挑战 

1 2 

3 4 

电场与电磁环境控制 

异步互联主网失稳 

除电网侧特高压“强直弱交”矛盾突出。随
着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并网，由于多种功率调
节设备的共同作用，可能出现多电厂、多机
组、多模态的振荡问题，引发次同步-超同步
-高频带的宽频振荡 

特高压输电线过电压抑制 

环境污染下外绝缘子配置选择 

当绝缘子上灰尘遇到雨水、雾、露水时，灰
尘溶解瞬间变成了导电体，在电力场作用下
出现强烈的放电现象，高压电沿着绝缘子表
面的空气被“击穿”，俗称“污闪”。高抗
张强度和高抗冲击性且重量轻的硅胶复合绝
缘材料配置是输电线路设计的关键环节之一 

特高压输电线路在雨、雪、雾天状况下易引
发电晕损耗，瞬发放电现象，它产生的高频
脉冲电流以及多高次谐波将对无线电通讯造
成干扰，无线信号接收质量下降，同时造成
电能的极大损耗 

特高压输电线路绝缘子能够承受的过电压裕
度较低,发生过电压造成绝缘子击穿造成的经
济损失非常巨大的。单纯依靠提高设备绝缘
水平来抵御过电压不足以保障特高压电网安
全稳定的运行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10 



特高压 
产业发展现状 

 

第3章 

    2020年，中国特高压产业直接建设总

规模将达到919亿元，其中特高压直流、

交流输电线路核心设备建设规模占比分别

为24.6%和22.1%。竞争格局方面，特高压

核心设备市场集中度较高，市场呈现明显

头部集聚效应；铁塔、电缆市场格局相对

分散，市场呈现燕尾分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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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投资规模 

       经历过往三个阶段发展，本轮特高压重启（阶段四）项目涉及国家能源局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中“七交五直”共12条特

高压输电工程；以及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乌东德-两

广”输电通道与“蒙西-晋中”交流特高压输电工程等，产业投资建设总规模将达 

21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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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 
877 

1966 2130 

阶段一 

2006-2010 

阶段二 

2011-2013 

阶段三 

2014-2017 

阶段四 

2018-2020 

特高压产业投资规模（亿元） 

       具体来看，2018年，我国先后核准并开工5条特高压重点工程，投资建设规模达

658亿元；2019年，先后核准并开工2条特高压重点工程，投资建设规模达553亿元；

2020年，计划于年内核准并开工“五交两直”共7条特高压重点工程，投资建设规模

达919亿元。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图 3  中国特高压产业投资总规模 

图 4  2018-2020年中国特高压产业投资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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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直流输电产业投资结构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中，土地基建的投资建设占比约为整个项目的46.9%，输电硬

件设备架设（铁塔、电缆与换流站）占53.1%，其中核心设备换流站投资占比达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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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 

[值] 

[值] 

特高压直流 

核心设备 

特高压铁塔 特高压电缆 

基础土建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换流站设备投资结构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27.1% 50.0% 

4.8% 11.7% 

1.6% 2.4% 
0.8% 

1.6% 

换流阀 换流变压器 直流控制保护系统 GIS组合电器设备 
直流断路器 直流电抗器 直流电容器 直流避雷器 

图 5  特高压直流输电产业投资结构图 

图 6  特高压直流输电核心设备换流站投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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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高压交流输电工程中，土地基建的投资建设占比约为整个项目的43.1%，输电硬

件设备架设（铁塔、电缆与变电站）占56.9%，其中核心设备变电站投资占比达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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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 

[值] 

[值] 

特高压交流 

核心设备 

特高压铁塔 特高压电缆 

基础土建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变电站设备投资结构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特高压交流输电产业投资结构 

57.9% 

21.3% 

14.9% 

1.8% 1.8% 
0.5% 

1.8% 

GIS组合电器设备 变压器 电抗器 电容器 断路器 互感器 避雷器 

图 7  特高压交流输电产业投资结构图 

图 8  特高压交流输电核心设备变电站投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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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高压工程涉及的核心设备已全部实现自主生产，技术位于世界领先水平。特高

压行业进入壁垒较高，行业集中度较高。2019年，特高压直流换流站核心设备换流阀

与换流变压器主要供应商（CR4）产量占据行业总产量的9成以上；特高压交流变电站

方面，核心设备变压器产量被特变电工、保变电气、中国西电三家企业基本完全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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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竞争格局 

特高压核心设备 

               
企业 

 设备 
中国西电 特变电工 平高电气 国电南瑞 思源电气 四方股份 许继电气 保变电气 

2019年特高压直流换流站设备重点企业产量结构占比 

换流阀 20.3% - - 42.4% - 6.8% 30.5% - 

换流变压器 26.3% 38.1% - - - - 3.7% 23.0% 

直流控制保护系统 - - - 52.9% - - 42.1% - 

GIS组合电器设备 28.0% - 37.9% - - - - - 

直流断路器 27.2% 7.5% - - - 54.4% - - 

直流(平波)电抗器 7.6% 8.7% - - - - - - 

直流电容器 29.2% - - - 15.3% - - - 

直流避雷器 32.0% - 14.1% 0.8% - - - - 

   2019年特高压交流变电站设备重点企业产量结构占比 

GIS组合电器设备 20.5% - 47.2% - - - - - 

变压器 16.7% 53.0% - - - - - 22.0% 

电抗器 10.2% 6.0% - - - - - - 

电容器 14.1% - - - 9.4% - - - 

断路器 82.4% - - - - - - - 

互感器 19.0% 6.7% - - 7.5% - - - 

避雷器 9.7% - 40.0% - - - - -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表 4  特高压输电核心设备产量结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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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高压铁塔方面，市场中拥有数量较多供

应商，行业竞争格局较为分散。2019年，国

家电网相关下属公司（国网系）占据26%的铁

塔产量份额，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与中国电力建

设集团合计占据铁塔建设产量的11%，其他具

备国家电网特高压铁塔产品供应资质的相关上

市企业（东方铁塔、汇金通、风范股份）占据

铁塔供应的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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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竞争格局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特高压铁塔 

26.0% 

7.0% 

4.0% 

4.0% 

3.3% 2.4% 

53.3% 

国网系下属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 

东方铁塔 风范股份 汇金通 

其他 

特高压电缆 

       特高压电缆方面，市场中供应商数量众多，

竞争格局呈现显著燕尾效应。2019年，行业

头部企业中天科技占据16.5%的电缆产量份额，

特变电工占电缆供应的10.8%，行业CR5合计

产量占据特高压电缆总年产的47.3%；而另外

超过5成的特高压电缆产量份额则被30余家电

气电缆设备企业瓜分。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16.5% 
10.8% 

8.0% 

6.4% 

5.6% 

52.7% 

中天科技 特变电工 智能能源 亨通光电 汉缆股份 其他 

图 9  2019年中国特高压铁塔产量结构 

图 10  2019年中国特高压电缆产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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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投资趋势 

 

第4章 

    “十四五”时期，特高压产业发展潜

力巨大，到2025年，预计将有超过30条新

建特高压线路工程相继核准，带动社会资

本进入产业链上、下游市场整体规模可达

5870亿元。特高压核心设备、工程及设备

原材料、泛在电力物联网及智能电网相关

领域龙头企业应受到投资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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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投资规模预测 

       在国家分布式能源网络战略部署下，西电东送将持续拥有显著的市场需求，我国

特高压输电建设潜力依然庞大。放眼“十四五”，到2022年，我国将完成安徽芜湖、

山西晋中等十余个特高压变电站扩建工程，预计开展“五交五直”共10条新规划特高

压线路工程的核准和动工建设；到2025年，中国将有超过30条新建特高压线路工程迎

来相继核准。 

       此外，特高压产业作为智能电网产业链中输电环节的核心发展重点，将大幅带动

产业链上游分布式能源发电，以及下游“变-配-用电侧”形成能源流、业务流、数据流

的电网数字化建设，引导社会资本关注新能源发电、微电网、储能系统接入、巡检无

人机、智能电表等市场热点，推动智能电网全产业链的快速发展。预计到2022年，中

国特高压产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相关配套环节所带动的总投资规模将达到4140亿元；

到2025年，特高压产业与其带动产业整体投资规模将达587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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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图 11  2020-2025年中国特高压产业及其带动产业投资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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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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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算仿真技术 

当前，我国特高压电网结构逐渐形
成交、直流电交叉互联与新能源占
比显著增加的形态格局，电网局部
特性不断叠加，多时间多尺度动态
过程相互影响，加剧了电网系统性
安全（大停电）的潜在风险。利用
国家电网数模混合仿真实验室、超
级计算中心、多时间多尺度仿真软
件、国家电网仿真数据中心等资源
进行电网特性超算仿真，分析并控
制互联电网联络线功率，评估受端
电网电压稳定性，保障特高压电力
全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多端柔性直流输电技术 

特高压多端柔性直流输电系统在多
个VSC柔性换流站采用电压源型换
流器，以可关断器件和脉冲宽度调
制技术作为基础，在较大范围内对
系统的有功和无功功率进行独立控
制，实现对交、直流电压和频率的
动态调节，以及向无源网络系统安
全供电。此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与
交流电网同步或非同步互联、风力
发电等新能源接入、向孤立无源负
荷供电（海岛、钻井平台等）、以
及构筑大都市直流配电网，改善电
能质量和分配效率。 



产业投资趋势 

“新基建”特高压产业发展与投资机会白皮书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Trends on China Ultra-high Voltage Power Grid 

投资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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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泛在电力物联网 

特高压核心设备 原材料 

智能电网 

重点关注领域 

重点关注直流控制
保护系统、换流变
压器、换流阀、交
流GIS组合电气设备、
并联电抗器、主变
压器等核心设备环
节 

重点关注硅钢、铜、
绝缘材料等投资回
报周期相对较短的
领域 

重点关注智能电表、
智能井盖、巡检无
人机、国网云平台、
综合能源服务平台 

重点关注超算仿真
技术、多端柔性直
流输电技术，利用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
技术提升电网数字
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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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核心设备领域 

泛在店里物联网领域 

原材料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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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中国特高压产业投资重点关注领域 

图 13  2020年中国特高压技术成熟度与关注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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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热区 

       特高压装备及设备相关企业注册数量近年稳定上升。截至2020年3月，全国统计特

高压相关设备企业共有15万家，主要集中分布在我国东部广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地

区，分布热区与我国电力企业分布基本一致，呈现明显“东强西弱”格局。 

       放眼“十四五”，我国西电东送电力配置管廊战略将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纷纷

加快特高压建设扶持政策。未来新一轮特高压项目计划中，新疆将建成8条特高压外送

通道；四川省提出助力水电外送规模增长一倍的战略目标。积极向好的产业风向，将

极大程度上带动西部地区开展新建一批特高压相关企业，推进特高压产业迅速集聚，

形成“十四五”期间特高压产业投资新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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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图 14  中国特高压设备及相关企业投资热区 

2020年特高压装备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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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企业榜单 

       本节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从“特高压相关上市企业市值、主营业务收

入占比、特高压业务中标次数、主营业务与智能电网业务关联度，以及企业创新技术

研发能力“等五个方面制定五大一类指标，对特高压输电设备及工程相关重点企业进

行投资价值定量分析，筛选出以下10家最具价值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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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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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电 特变电工 平高电气 

序号 企业名称 特高压方向主营业务 

1 中国西电 特高压直流换流设备、直流开关设备、特高压交流断路设备 

2 特变电工 特高压交、直流输电变压器、电抗器、太阳能光伏硅片 

3 平高电气 特高压GIS组合电器设备、避雷器 

4 国电南瑞 特高压直流换流阀、直流控制保护系统、电网自动化、柔性输电 

5 许继电气 特高压直流换流阀、直流控制保护系统、智能变配电 

6 思源电气 特高压交、直流电容器、交流互感器、电力监测设备 

7 四方股份 特高压直流断路设备、继电保护设备 

8 保变电气 特高压交、直流输电变压器 

9 东方铁塔 特高压输电铁塔 

10 中天科技 特高压电缆 

表 5  特高压产业最具投资价值企业榜单 



特高压 
产业发展建议 

第5章 

    “十四五”时期，特高压产业发展将

进入快车道。为产业可以持续良性快速发

展，建议政府部门通过“一带一路”战略

方针加快推动与国际间合作的新机遇；建

议电力及能源相关企业围绕智能电网上下

游全产业链寻找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机会；

建议投资者持续关注即将进入强投资周期

的特高压设备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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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建议：通过“一带一路”催生国际合作新机遇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以特高压为核心的国际能源合作有望发

展成为我国高新技术海外合作的典型代表。后疫情时期，中国应进一步加大电力新基

建出口以刺激经济复苏。当前，国家电网已与周边国家建成10余条互联互通输电线路。

建议政府应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与俄罗斯、蒙古国、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电网互

联互通，形成以点带面的大区域电力资源调度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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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建议：在特高压上、下游智能电网资源优化配置中寻找机遇 

       科学推进特高压输电建设，对构建我国智能电网、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资源配置、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清洁能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考虑到

特高压产业环境相对封闭，进入壁垒较高，建议电力及能源相关企业结合中国经济发

展和能源供需区域不平衡的特点，从能源上游分布式能源发电与储能技术，到下游

“变-配-用电侧”数字信息化建设等方向入手，实现电力资源柔性输送和精准调度，提

升电力系统运行管理效率。 

对投资者建议：关注进入强投资周期的特高压设备行业 

    “十四五”是我国加强西电东送、提高清洁能源消纳比例、巩固能源安全保障的重

要发展阶段，电网企业肩负着建设坚强电网、提升西部绿色能源外送能力的重要使命。 

国家电网在《2020年重点工作任务》中明确公布“五交两直”特高压工程的前期工作

计划，结合2019年招标的“四交三直”特高压工程，预计未来两年我国电力系统输、

配电环节设备需求将超过500亿元。未来中国将继续大力推进特高压输电通道的核准与

建设，投资者可重点关注强需求周期下的特高压设备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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