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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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加速推进

60%

130

能源系统多元化迭代蓬勃演进

能源产业智能化升级进程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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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需多极化格局深入演变

80% 30%

二、我国步入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的新阶段

能源安全保障进入关键攻坚期。

“ ”

100 17.5

22 2.7

“ ”

能源低碳转型进入重要窗口期 “ ”

15.9%

56.8%

3.4 2.8 2.5 0.5

“ ”

2030 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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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能源产业进入创新升级期

±500 ±1100

能源普遍服务进入巩固提升期 “ ”

100% 99.8%

2600 “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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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十三五”能源发展主要成就

指标 2015年 2020年 年均/累计

能源消费总量（亿吨标准煤） 43.4 49.8 2.8%
能源消费结构占比

其中：煤炭（%）
63.8 56.8 〔-7.0〕

石油（%） 18.3 18.9 〔0.6〕

天然气（%） 5.9 8.4 〔2.5〕

非化石能源（%） 12.0 15.9 〔3.9〕

一次能源生产量（亿吨标准煤） 36.1 40.8 2.5%
发电装机容量（亿千瓦） 15.3 22.0 7.5%
其中：水电（亿千瓦） 3.2 3.7 2.9%

煤电（亿千瓦） 9.0 10.8 3.7%
气电（亿千瓦） 0.7 1.0 8.2%
核电（亿千瓦） 0.3 0.5 13.0%
风电（亿千瓦） 1.3 2.8 16.6%
太阳能发电（亿千瓦） 0.4 2.5 44.3%
生物质发电（亿千瓦） 0.1 0.3 23.4%

西电东送能力（亿千瓦） 1.4 2.7 13.2%
油气管网总里程（万公里） 11.2 17.5 9.3%

第二章 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

三、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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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原则

保障安全，绿色低碳

创新驱动，智能高效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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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优先，共享发展

五、发展目标

“ ”

——能源保障更加安全有力 2025

46 2

2300

30

——能源低碳转型成效显著 GDP

18% 2025 20%

39%

30%

——能源系统效率大幅提高 GDP

13.5%

2025 24%

3% 5%

——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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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0

——普遍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1000

2035

2030 25%

第三章 增强能源供应链稳定性和安全性

六、强化战略安全ԃሀ 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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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2

2025 2300

加强安全战略技术储备。

强 ϓ全战 全 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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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煤电支撑性调节性作用。

提升天然气储备和调节能力。

LNG

LNG

2025

550 600

13%

维护能源基础设施安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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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强应急安全管控

强化重点区域电力安全保障。 “

”

提升能源网络安全管控水平

加强风险隐患治理和应急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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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能源安全保障重点工程

油气勘探开发。立足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准噶尔盆地、松辽盆

地、渤海湾盆地、柴达木盆地等重点盆地，加强中西部地区和海域风险勘探，强化

东部老区精细勘探。推动准噶尔盆地玛湖、吉木萨尔页岩油，鄂尔多斯盆地页岩

油、致密气，松辽盆地大庆古龙页岩油，四川盆地川中古隆起、川南页岩气，塔里

木盆地顺北、富满、博孜—大北，鄂西、陕南、滇黔北页岩气，海域渤中、垦利、

恩平等油气上产工程。加快推进四川盆地“气大庆”、塔里木盆地“深层油气大

庆”、鄂尔多斯亿吨级“油气超级盆地”等标志性工程。加强沁水盆地、鄂尔多斯

盆地东缘煤层气勘探开发。开展南海等地区天然气水合物试采。

储气库及 LNG接收站。打造华北、东北、西南、西北等数个百亿方级地下储气库

群。优先推进重要港址已建、在建和规划的 LNG 接收站项目䀀　ࡀ烠ቀ已富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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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3.8

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2025 7000

因地制宜发展其他可再生能源。

十、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推动电力系统向适应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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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电网结构形态和运行模式。

增强电源协调优化运行能力。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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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2

6200 6000

加快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

大力提升电力负荷弹性。

V2G

2025

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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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工程

水电。建成投产金沙江乌东德（已建成投产）、白鹤滩（部分机组已建成投产），雅

砻江两河口（部分机组已建成投产）等水电站。推进金沙江拉哇、大渡河双江口等

水电站建设。力争开工金沙江岗托、旭龙，雅砻江牙根二级、孟底沟（已核准开

工），大渡河丹巴，黄河羊曲（已核准开工）等水电站。深入开展奔子栏、龙盘、

古学等水电站前期论证。实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等重大工程。

核电。建成投产辽宁红沿河 5、6 号（5 号已建成投产）；山东石岛湾高温气冷堆、

“国和一号”示范项目；江苏田湾 6 号（已建成投产）；福建福清 5、6 号（5 号已

建成投产），漳州一期 1、2 号；广东太平岭一期 1、2 号；广西防城港 3、4 号等核

电机组。

风电和光伏发电  进金德分 和分重 湾组机州论港

重 湾组 м组⩢

ᗧ 伏⾿〻光䳵 㤳  机水双⩢

挀

挀分太程
江

程
丹龙 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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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龙成

等

等等ٶ一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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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站州白

白

等
发奔。口组水 苏）站。工

已分⼸东东 成龙 东电 高电龙核 东电 电 东。深河 龙 开 已巴 成黄电高 龙 高 龙 东

龙 成龙 深电河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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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60 80%

促进能源加工储运环节提效降碳

3000

LNG

推动能源产业和生态治理协同发展

+

十二、更大力度强化节能降碳

完善能耗“双控”与碳排放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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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3.5

2025

35 /

实施重点行业领域节能降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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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

5G

提升终端用能低碳化电气化水平

2025 20%

实施绿色低碳全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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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优化能源发展布局

十三、合理配置能源资源

完善能源生产供应格局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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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电力和油气跨省跨区输送通道建设

“ ”

4000 6000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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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提升东部和中部地区能源清洁低碳发展水平

1.5

专栏 4 区域能源发展重点及基础设施工程

大型清洁能源基地。统筹推进云贵川藏、青海水风光综合开发，重点建设金沙江上

下游、雅砻江流域、黄河上游等清洁能源基地，实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等重

大工程。依托存量和新增跨省跨区输电通道、火电“点对网”外送通道，推动风光

水火储多能互补开发，重点建设黄河“几”字弯、河西走廊、新疆等清洁能源基

地。以就地消纳为主，推进松辽、冀北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积极推进东南部沿海地

区海上风电集群化开发。

能源低碳转型引领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推动地热能资源

绿色开发利用，增加由蒙西、山西等地区送入的清洁电力规模，完善环渤海地区

LNG 储运体系，推进低碳冬奥示范区、雄安智慧能源城市等绿色低碳发展试点示

范。长三角地区，稳步推进田湾、三澳等核电建设，大力开发陆上分散式风电和分

布式光伏发电，积极发展海上风电，推进沿海 LNG 接收站扩大规模，加强浙沪、

浙苏、苏皖等天然气管道联通。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地区，稳步推进惠州核电建

设，积极开发海上风电，探索开发海洋能，加快阳江、梅州等抽蓄电站建设，鼓励

增加天然气发电规模，完善 LNG 储运和天然气管网体系，积极推动储能电池应用

示范。其他地区，推动中部地区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力度和外部引入规模，开展小

水电清理整改，推进绿色小水电改造，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黄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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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绿色能源廊道，支持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绿色低碳转型示范。

能源供应保障重点区域。“两湖一江”地区，优先发展本地可再生能源，有序扩大

能源调入规模，建设陕北至湖北（已建成投产）、雅中至江西（已建成投产）、金沙

江上游至湖北等输电通道，依托浩吉铁路及其疏运系统合理布局路口煤电，增强能

源安全储备能力，建设一批煤炭储备基地。东北地区，积极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和

多元化利用，完善中俄东线配套支线管网，减缓东北三省煤炭产量下降速度，建设

蒙东煤炭供应保障基地，提高滨洲线、集通线运煤能力，结合电力、热力需求有序

安排煤电项目建设，加强冬季用煤用电保障。其他地区，加强能源供需衔接，有效

解决区域性、时段性供需紧张等问题。

输电通道。结合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和中东部地区电力供需形势，建成投产一批、开

工建设一批、研究论证一批多能互补输电通道。

电网主网架。完善华北、华东、华中区域内特高压交流网架结构，为特高压直流送

入电力提供支撑，建设川渝特高压主网架，完善南方电网主网架。

天然气管网。建设中俄东线管道南段、川气东送二线、西气东输三线中段、西气东

输四线、山东龙口—中原文 23 储气库管道等工程。

十五、积极推动乡村能源变革

加快完善农村和边远地区能源基础设施

加强乡村清洁能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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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减污降碳行动

“

”

第六章 提升能源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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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核能技术。三代核电关键技术优化升级示范应用，模块式小型堆、（超）高温

气冷堆、低温供热堆、快堆、熔盐堆、海上浮动式核动力平台等技术攻关及示范应

用。支持新燃料、新材料等新技术研发应用。支持受控核聚变的前期研发，积极开

展国际合作。

新型电力系统技术。新能源发电并网及主动支撑、大容量远海风电友好送出、柔性

直流、直流配电网、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V2G、虚拟电厂、微电网等技术研发及

示范应用。

安全高效储能。电化学储能、梯级电站储能、飞轮储能、压缩空气储能和蓄热蓄冷

等技术攻关及规模化示范应用，新型储能安全防范技术攻关及示范应用。

氢能。高效可再生能源氢气制备、储运、应用和燃料电池等关键技术攻关及多元化

示范应用。氢能在可再生能源消纳、电网调峰等场景示范应用。氢能、电能、热能

等异质能源互联互通示范。

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深层页岩气、页岩油、海洋深水油气、煤层气勘探开发及示范

应用，提升陆上油气采收率。

燃气轮机。燃气轮机设计、试验、制造、运维检修等关键技术攻关及示范应用。

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煤炭绿色智能开采、先进燃煤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

发电、老旧煤电机组延寿升级改造、煤制油、煤制气、先进煤化工等技术研发及示

范应用，在晋陕蒙新等地区建设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示范工程。

十七、加快能源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推动能源基础设施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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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智慧能源平台和数据中心

实施智慧能源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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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平台和数据中心。多能互补集成与智能优化、用能需求智能调控、智慧能

源生产服务、智慧能源系统数字孪生等平台和数据中心示范。

智慧风电。风电智能化运维、故障预警、精细化控制、场群控制等示范应用。

智慧光伏。光伏电站数字化、无人化管理，设备间互联互感、协同优化，光伏电站

智能化调度、运维等示范应用。

智慧水电。水电智能化建造、多目标运行管理、智能监测和巡查、流域水电综合智

慧管理等示范应用。

智慧电厂。数字化三维协同设计、智能施工管控、数字化移交、先进控制策略、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5G 通信等示范应用。

智能电网。新一代调度自动化系统、配电网改造和智能化升级等示范应用。

智能油气管网。油气管网全数字化移交、全智能化运营、全生命周期管理等示范应

用。

智慧油气田。勘探开发一体化智能云网平台、地上地下一体化智能生产管控平台、

油气田地面绿色工艺与智能建设优化平台等技术装备及示范应用。

智能化煤矿。煤矿智能化高效开采、智能化选煤、矿山物联网、危险岗位机器人替

代等示范应用。

十八、完善能源科技和产业创新体系

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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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企业和人才创新活力

第七章 增强能源治理效能

十九、激发能源市场主体活力

放宽能源市场准入

优化能源产业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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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新模式新业态发展

二十、建设现代能源市场

优化能源资源市场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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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

二十一、加强能源治理制度建设

依法推进能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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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策协同保障

加强能源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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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 电力和油气领域重点改革任务

持续深化电力中长期交易机制建设。推动各地制修订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推动符

合条件的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交易。丰富交易品种，优化交易组织流程，缩短交易周

期，增加交易频次，建立分时段签约交易机制，健全偏差考核机制。

稳妥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推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转入长周期运行，有序扩大

现货试点范围。鼓励电网连接紧密的相邻省（区、市）现货市场融合发展。

完善电力辅助服务市场机制。丰富辅助服务交易品种，推动储能设施、虚拟电厂、

用户可中断负荷等灵活性资源参与辅助服务，研究爬坡等交易品种。建立源网荷储

一体化和多能互补项目协调运营和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健全跨省跨区辅助服务市场

机制，推动送受两端辅助服务资源共享。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优化电力市场总体设计，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

场体系，探索在南方、长三角、京津冀、东北等地区开展区域电力市场建设试点。

分步放开跨省跨区发用电计划，探索非化石能源发电企业与售电公司或大用户开展

跨省跨区点对点交易。

积极推进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支持分布式发电与同一配电网区域的电力用户就

近交易，完善支持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的价格政策及市场规则。

深化配售电改革。推动落实增量配电企业在配电区域内拥有与电网企业同等的权利

和义务，研究完善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售电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

推动售电主体参与各类市场交易，理顺购售电电费结算关系。

放开上游勘查开采市场。全面实施矿业权竞争性出让。严格区块退出。推动油气地

质资料汇交利用。推动工程技术、工程建设和装备制造业务专业化重组，作为独立

市场主体参与竞争。

深化油气管网改革。推进省级管网运销分离。完善管网调度运营规则，建立健全管

容分配、托运商等制度。推动城镇燃气压缩管输和供气层级。

推进下游竞争性环节改革。支持大用户与气源企业签订直供或直销合同，降低用气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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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构建开放共赢能源国际合作新格局

二十二、拓展多元合作新局面

巩固拓展海外能源资源保障能力

增强进口多元化和安全保障能力

二十三、深度参与全球能源转型变革

推进能源变革与低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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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技创新合作

二十四、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推动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 ”

APEC

OPEC

G20 APEC

加强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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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加强规划实施与管理

二十五、加强组织领导

二十六、落实责任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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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加强监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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