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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高速路” 高立联 摄

每每年年替替代代煤煤炭炭消消耗耗66000000万万吨吨

特特特特高高高高压压压压入入入入鲁鲁鲁鲁成成成成山山山山东东东东发发发发展展展展““““绿绿绿绿色色色色引引引引擎擎擎擎””””
山东九盏电灯中，有一盏是它们

点亮；济南、青岛两座城市的发展可
以靠它们驱动；每年全省能源消耗
量，因它们降低5%。它们就是山东电
网连接外省的三条输电大通道———
±660千伏银东直流、500千伏黄滨双
线和500千伏辛聊双线，输送能力750
万千瓦。

不久的将来，“两交一直”三条特
高压通道将为山东带来更多绿色能
源，山东接纳省外来电能力将达到
2500万千瓦。远方来电，实现了能源生
产的“零排放”，以电代煤，以电代油，
实现了能源消费的“零排放”。特高压，
以清洁能源为“生态山东”带来了绿色
希望。

政企合作终获实质性突破

山东能源发展曾经长期自给自
足。2004年、2005年缺电现象在全国
蔓延时，“不缺电”一度成为山东招商
引资的一张闪亮名片。

2008年夏季，因省外电煤无法保
障，山东电网遭遇10年来最严重的电
力供应紧张形势，供电缺口占全省需
求的三分之一，很多用电大户负荷高
峰期停工停产。

此时，山东电网仅靠一条500千
伏辛聊双线与华北电网相连，高峰时
段，75万千瓦“外电”支援杯水车薪。
山东电力工业发展开始转变思路，在
国家“西电东送”“北电南送”的电力
流向层面上满足全省电力需要，“外
电入鲁”正式提上日程。

从2006年3月国家电网公司与山
东省政府签署《关于共同推进山东电
网发展会谈纪要》，到2008年11月双
方签署《关于推进山东电网建设、实
施“外电入鲁”战略会谈纪要》。短短
两年半，国家电网公司与山东省先后
举行了5次会谈，加快直流和特高压
电网接入山东。

2013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先后3
次与国家电网公司协商会谈，7次向
国家层面呼吁加快特高压工程核准
进度。山东省主要领导多次赴发改
委、国家能源局等中央部委会商，并
与内蒙古、山西、陕西等省(自治区)
签订了能源战略合作协议。

政企战略合作的同时，社会各界
对“特高压入鲁”期盼热切。全国“两
会”住鲁代表委员连续6年提交“外电
入鲁”建议。2014年，首次以人大代表
团建议提交，相关建议议案达6件，数
量均创历史之最。

5月28日，山东省发改委召开“外
电入鲁”情况通报会，向媒体和社会
各界通报。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2条重点输电通
道的通知》，确定了新一轮“西电东

送”整体通道方案。其中，落地山东的
三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全部获批，在国
家这次批复中所占规模最大、投资最
多，我省也成为这一轮“西电东送”受
益最大省份。

三条新的大通道方案确定

已取得国家“路条”的三条“外电
入鲁”新通道分别是：锡盟 - 山东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起于内
蒙古锡林郭勒盟，落点于济南市，线
路全长约730公里，计划2017年投
运。上海庙-山东±800千伏特高压
直流工程，起于内蒙古上海庙，落点
于山东鲁南，线路全长约1300公里，
计划2016年投运。榆横-山东1000千
伏特高压交流工程，起于陕西榆横，
落点于潍坊市，线路全长约1070公
里，计划2017年投运。

据省发改委负责人介绍，这三条
特高压工程建成后，山东接纳外电能
力最高输送容量2200万千瓦，正常运
行输电容量1800万千瓦。届时，全省正
常接纳外电将达2500万千瓦，每年可
接纳省外电量1400亿千瓦时，相当于
每年替代省内煤炭消耗6000万吨。省
外来电所占比重近三分之一，省内火
力发电比重将大幅下降。

除了节能减排的直接效益，与输
煤相比，这三条特高压具有更加经济
的输送效益。以银东直流为例，可以
使山东省以最小社会总成本获得同
样多的电量，每度电可节省社会总成
本0 . 1 6 1元，总计每年可节省成本
46 . 4亿元。

远方来电倒逼电能结构调整

虽然特高压入鲁实现历史性突
破，但严峻的能源供需形势留给山东
的时间也不多了。

据预测，近三年全省电力缺口日
益增大，2014年可能达600万千瓦、
2015年1000万千瓦、2016年1500万千
瓦。如果以上三项工程都能提前3-6
个月建成投运，到2016年底全省电力
供需矛盾将得到很大缓解。加速推进
工程建设，确保及早开工、提前建成，
对山东极为迫切、尤为重要。

在“特高压入鲁”消息带动下，
“电能替代”有了新进展。在以电代油
方面，根据“2014年高速公路城际快
充网络建设项目”规划，京沪高速公
路、青银高速公路山东段的18个服务
区将建成36个充电站项目。同时，国
网山东电力还将配合青岛、临沂、淄
博、潍坊、聊城等5市完成国家新能源
汽车推广示范城市目标。

与直接节能减排相比，“外电入
鲁”倒逼了山东的电源结构调整，推

动发电企业向风电、太阳能等绿色装
机转型。

据统计，2013年，山东电网全年
新增加并网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
源装机130万千瓦，新增并网清洁能
源机组首次超过新增火电机组。当
年 ，山 东 电 网 清 洁 能 源 机 组 发 电
124 . 1亿千瓦时，比前一年增长31%，
占山东全年社会用电量的3 . 1%。

充足“外电”不仅降低了能源生
产领域的污染物排放，还为能源消费
领域的“电能替代”创造了条件。去年
以来，国网山东电力大力推行以电代
煤、以电代油，通过实施500万平方米
居民采暖“煤改电”改造，减少原煤消
耗10万吨；累计建成充换电站28座，
充电桩575台，充换电量4463 . 2万度，
节约燃油消耗1 . 6万吨。

外电成绿色发展新希望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预测，全省
电力供需将呈现“今夏供电形势严
峻，今明两年持续性缺电”特点，今年
夏季全省最大电力缺口达600万千
瓦，占预测最高用电负荷的十分之
一，这让全省上下愈发期盼特高压电
网能早日入鲁，为山东提供更多清洁
能源。

三年来，面对全省用电量年均
9 . 7%的强劲增长，在省外来电有力支
持下，山东没有发生一次拉闸限电，
连续三年保持电力总体平衡，每年拉
动全省GDP增长约0 . 8个百分点。

据国网山东电力有关负责人介
绍，世界最大水电站三峡电站2012
年发电量980亿千瓦时，山东通过三
条“外电入鲁”大动脉年均接纳省外
来电近500亿千瓦时，相当于半座三
峡电站，但建设投入却不到三峡电
站的5%，经济效益、环保效益不言
而喻。

山东是工业大省，也是能源消耗
大省，每年消耗的煤炭约占全国1/10，
由此带来的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排
放量均居全国第一。2013年山东省
出台规定限制煤炭消费：到2015年
底实现“不增反降”，2017年底力争
比2012年减少2000万吨，2020年煤
炭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力争降到
60%左右。

“摆在面前的无非两条路，一是
淘汰能源消费终端的落后产能，二是
降低能源生产领域的煤炭消耗。近三
年的‘外电入鲁’实践证明，后者效果
更好，投入更小。”山东省经信委电力
处相关负责人说。

在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电源结构
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大背景下，“外电
入鲁”成为山东经济高增长、低排放
的绿色希望。

±660千伏银东直流输电工程黄河大跨越施
工。 徐可 摄

施工人员进行紧线施工作业。 徐可 摄

本报记者 李虎
通讯员 孙华 侯婷 徐宁 崔浩杰

我们渴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须千方百计保障能源安全；我们向往天蓝地绿水净的天空，就得咬牙调整能源结
构，降低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程科技是人类实现梦想的翅膀，承载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够让明天充满希望，让未来
更加辉煌。而特高压技术，为保障能源安全、治理雾霾、提高能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路径。4月18日，在新一届国
家能源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发展远距离大容量输电技术，今年要按规划开工建设一批采用特高高压
和常规技术的“西电东送”输电通道，优化资源配置，促进降耗增效。这是国家的意志！这是国家的决心！

山东需要外电、呼唤外电。如今，我们终于迎来了特高压入鲁的春天，三条大通道获得国家批准，我省成为这一轮“西西
电东送”受益最大的省份。这一刻，美丽山东、生态山东的梦想如此之近，就在我们马不停蹄的脚下，就在我们开天辟辟地的
手中！特高压，山东有你更精彩！

特高压，山东有你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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