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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以 %,-*+.+亿元的总量位列榜首$

当今时代!几乎没有哪一个产业的发展%没有哪一笔财富的产生不以电为基础$ 同
样是今年上半年!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售电量 ,-/.0+亿千瓦时$ 换算之!在上海!每一
千瓦时电量都关联着 $/.-0元的 &'($

1*年来!电力事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在&度电 &'(#的简单换算中一览
无余并昭示未来$ 这一点在上海这座城市!就显得更为清晰$

紧随复奉线之后，2013年9月，
1000千伏淮南-皖南-上海（皖电
东送南半环）特高压工程建成投产；
2016年9月，1000千伏淮南-南京
-上海（皖电东送北半环）特高压工程
上海段成功带电。待北半环苏通GIL
（气体绝缘输电线路）综合管廊工程建
成投运后，这两项特高压工程将真正
合环，形成贯通皖、苏、浙、沪负荷中心
的华东特高压交流环网。届时，上海将
形成“两交一直”的特高压供电格局，
外来电输送能力将再上一个台阶。

2019年的夏天已基本过去。上
海最高用电负荷3132万千瓦，已连
续第四年稳稳突破3000万千瓦大
关；最高外来电1661万千瓦，其中，
特高压线路的输送容量保持在800
万千瓦左右的水平。外来电无可争议
地撑起了上海用电的半壁江山，为确
保上海当前的畅快用电和今后较长时
期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截至2019年8月底，上海电网用

户总数1085万户，拥有超高压、特高压
变电站超过130座，220千伏及以上线
路逾5500千米、电缆830千米，供电
可靠性达99.9915%，2018年全年售电
量1325.83亿千瓦时。70年来，上海电
力事业交出了一份成绩优异的答卷。
面对这样一份家底，国网上海

市电力公司深知重任在肩，不容松
懈。2018年4月，国网上海电力在
全国公用事业单位领域中，首家发
布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国网
上海电力深刻意识到，只有走通这
条高质量发展之路，才能在既有成
效的基础上继续管理好、驾驭好这
张匹配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电
网。当年12月10日，国网上海电
力捧回“全球卓越绩效奖（世界级）”
奖杯。国网上海电力将坚持高质量
发展，续写属于上海电力的荣光。

2019年，国网公司提出“三型两
网”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的战略目

标，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新起点
上，国网上海电力又有了新的奋斗方
向。国网上海电力始终在思想上、行动
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将落实国家
战略视作神圣使命，坚持将依法治企视
作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方向，在推动
国家电网“三型两网、世界一流”战略与
上海四大战略支撑融合发展上实招频
出。以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
契机，强化区域政企协作，根植基于泛
在电力物联网的“智慧城市能源云平
台”项目，将其作为支撑智慧城市管理
的“能源大脑”。在首届进博会保电取得
“六零三确保”成绩的基础上，为第二届
进博会量身定制泛在电力物联网智慧
供电保障系统。打造以10千伏开关站
为核心节点、双侧电源供电、配置自愈
功能的双环网结构的“钻石型”配电网，
作为落实上海市政府与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所签战略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
70年正是一个新起点！
新时代，新成就，电力事业正成

为上海发展的“能源引擎”，将为上
海这座卓越全球城市贡献不竭动
力。 !陈昊南"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策划∶王 珏 视觉设计∶陈嘉辰122019年9月26日 星期四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电力事
业诞生地的电力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历史上是个小渔村，南宋时设立

上海镇，才有了上海之名。明朝以后
上海发力，到鸦片战争之时，上海已
经成为世界有名的远东大城市。抗战
前夕，上海经济水平居全国之首。然
而经历日本侵华战争和解放战争之
后，解放前的上海，经济建设和工业
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上海解放后，内
部经济一度通货膨胀严重，外部则受
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西方国家的经
济封锁，上海进口工业原料渠道被切
断，不少工厂被迫停工。
刚解放时的上海，不仅外资背

景的美商上海电力公司、法商电车
电灯公司与民族资本背景的华商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闸北水电公司、浦

东电气公司，以及中外合资的沪西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各行其是，而且
日军侵华时对上海电力工业造成的
破坏也未得到彻底修复。与这座城
市一样，上海的电力事业盼望重生。
庆幸的是，依据“全国支援上海，

上海支援全国”的方针，新生的人民政
府很快便从财政、金融、物资等各方面
稳定了上海的局势，恢复正常运转的

城市连带着电力事业一起，很快便回
归了欣欣向荣的局面。1949年底，上
海共有发电设备容量25.96万千瓦，
占全国的14%，当年发电量10.09亿
千瓦时，占全国的23.4%，最高负荷
21.6万千瓦，位列全国所有城市之首。

革故鼎新的步伐坚稳而又扎实。
1951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首次公
布了统一电价。此后，为统一管理、集
中领导，1953年2月20日，成立上海
电业管理局；对各电力公司分别采取
军事管制、收归公营、公私合营、租赁
赎买等方式，逐步改为国营企业；针对
电网分割、电压等级复杂等情况，
1954年4月1日组建上海电业管理
局中心调度所，实行电力统一调度。
用5年时间加以统一、整顿后，人

民电业脱胎换骨、浴火重生，为人民的
上海奠定下了继续发展的基础保障。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为祖国的统
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贡献力量
成为上海电力事业从此不变的底色。经
过近20年的发展，到1966年底，上海
的装机容量、年发电量、最高负荷分别
增长至87.39万千瓦、57.99亿千瓦时、
102.30万千瓦，分别较1949年增长
236.63%、474.73%、373.61%。

1959年，上海GDP首次突破
100亿元（注：1990年代前，中国并未
采用GDP核算体系，为保持行文数据
统一，此前的GDP数据系根据GNP
数据推算而出），时隔20年后，北京才
于1978年突破100亿元。1968年，
上海的GDP与排名第二的北京之间
的比例是3.26倍，达到差距的顶峰，比
第二三四名的总和还要高出20%。
电力对这座城市的基础保障作

用不言而喻。

为人民的上海奠定基础保障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电力
工业受到很大干扰，安全事故频发、
供电质量下降、缺电局面严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
国改革开放的征程，上海电力事业
也很快拔乱返正，重回正轨。
在强劲的改革春风的吹拂之下，

上海的用电量也随之腾飞。1978年，
全市用电量147.68亿千瓦时，十年
后的1988年则增长到240.70亿千
瓦时，相较“文革”结束时差不多翻了
一个跟头。1990年，浦东开发正式启
动，上海改革开放驶上了快车道。从
当年的264.74亿千瓦时，到2000
年的559.44亿千瓦时，全社会用电
量连破300亿、400亿和500亿关
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上
海人均用电量长期保持在全国人均
用电量3.8倍左右的水平，显示出改
革开放对市民生活的巨大促进作用。

与用电量比翼齐飞的，则是最
高用电负荷。1978年，上海年最高
用电负荷199.40万千瓦，到1990
年，年最高用电负荷410.70万千
瓦，翻了一倍。10年后的2000年，
最高用电负荷突破 1000万千瓦，
达1041.7万千瓦。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飞速提高，电力已不
仅仅是城市生产所需，也成为居民
生活必需。改革开放以后，保障居

民用电成为上海电力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发电能力发展水平的相
对滞后使缺电成为二十世纪80年
代后半叶起10年左右时间内困扰
上海电力事业的重大问题。
为此，上海电力事业多管齐下。一

方面，大力建设本地电厂，提高装机容
量。1978年底，上海全市发电设备容
量197.72万千瓦，基本与年最高用电
负荷持平。1985至1987年间，上海
集资办电增加装机容量42.5万千瓦。
具备4台30万千瓦机组的石洞口发
电厂于1990年5月建成，是上海首
座百万千瓦级火力发电厂，也是当时
上海最大的发电厂。到1990年底，全
市共有发电厂11家，发电设备总容量
468.67万千瓦。到2000年底，上海本
地装机容量达到1100万千瓦左右，
规模是1990年底的2.3倍。
另一方面，在提高本地发电能力

之外，上海还大力发展外来电。1990
年，±500千伏葛（州坝）南（桥）线投
运，最大输电能力120万千瓦，相当
于又兴建了一座石洞口发电厂。此
后，一批220千伏、500千伏外来电
通道的兴建，使上海电网与周边电网
联系更紧密，上海外来电容量的绝对
数额也在快速增加。
但是，奋进的上海发展得实在

太快了。从 1980年的 311.89亿
元，到1990年的781.66亿元，再到

2000年的 4770.17亿元、2010年
的19195.69亿元，上海的GDP一
路高歌猛进，飞速飙升。
2000年以后，上海的本地装机容

量于2010年底增长到1858万千瓦，
此后又逐步增长到2018年底的2525
万千瓦。最高用电负荷则于2007年突
破2000万千瓦，达2121万千瓦；到
2010年，猛增到2621万千瓦；2017
年，上海电网创下最高负荷的历史纪
录———3268.2万千瓦。也就是说，在
2001年至2010年的10年间，随着地
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用电负荷大幅增
长，本地机组的新增负荷红利很快被用
尽。虽有此前多条外来电通道的有力支
撑，但上海的供用电始终处于紧平稳状
态。上海的后续发展，动力该从哪里来？
答案是坚强电网，是特高压。
2010年7月，±800千伏向家

坝 -上海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
程投运，上海电网由此迈入特高压
时代。向上特高压不仅是由我国自
主研发、设计和建设的世界上首条
特高压线路，更重要的是，全线额定
功率高达640万千瓦，相当于在上
海投运了6台百万容量机组，对于
增强上海电网外来电容量，缓解上
海用电紧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搭载特高压电网，从千里之外

飞驰而来的清洁能源成为支撑上海
飞速发展的先锋力量。

做卓越全球城市的“能源引擎”
'''上海电力 1*年发展走笔

为卓越的上海担当能源引擎为奋进的上海提供先锋力量

$*%*年夏#浦东供电公司员工正在上海世

博园内巡查#确保世博会保电成功

%+!-年#沪北供电所在山阴路

为市民宣传用电政策

$*%!年 +月#国家会展中心广场前#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正在

宣誓#以实际行动保障首届进博会可靠供电

俯瞰 %***千伏练塘变电站

$**+年 0月#东海大桥风电场海上风

机第一吊#首台风机在吊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