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样的，“新基建”特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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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4 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

开会议，强调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

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

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

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

套，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进度。 

3 月 11 日，在一次视频调研会上，国家电网

公司强调：发挥特高压产业带动力，加快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 

那么，区别于传统基建，“新基建”更加注

重什么呢？它更加注重硬核科技。 

 
据央视报道，“新基建”指发力于科技端的

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七大领域：5G 基站、

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

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

网。 

许多专家、媒体认为，特高压是新基建亮点。 

什么是特高压？ 

特高压由 1000 千伏及以上交流和±800 千

伏及以上直流输电构成，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输电技术，具有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少占

地的综合优势。 

 

特高压，为什么是亮点？ 

新冠肺炎疫情一度让社会按下了暂停键，亟

需强有力的大项目立竿见影地带动经济发展。特

高压工程，投资大、链条长，恰好满足这一点。 

从宏观经济来看，特高压工程投资规模大，

增加就业岗位多，在稳增长与惠民生中作用力十

足。目前，国家电网公司全年特高压建设项目明

确投资规模 1128 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 2235 亿

元，整体规模近 5000 亿元。 

以青海—河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为例，工程配套电源超过 2300 万千瓦，将增

加输变电装备制造业产值约 148 亿元，将直接带

动电源等相关产业投资超过 2000 亿元，可增加

就业岗位 7000 多个。 

2 月 28 日开工的陕北—湖北的±8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工程是今年国家电网公司首个新开工

的特高压工程，其总投资金额 185 亿元，预计可

直接带动设备生产规模约 120 亿元，带动电源等

相关产业投资超过 700 亿元，增加就业岗位超过

40000 个。 

从上下游产业链来看，特高压产业链包括电

源、电工装备、用能设备、原材料等，产业链长

而且环环相扣，带动力极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表示，国家电网



复工像齿轮当中的“大轮”带动“小轮”转，对

推动产业链健康运转至关重要。 

随着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工程的开复工，为

其供应主设备的骨干设备制造企业等也纷纷复

工。以湖南长高高压开关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

为青海—河南特高压提供的项目产品涉及合同

金额超过 2300 万元。 

 
特高压能在“新基建”里打头阵，还源于其

“代表未来”。 

特高压工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止于建设

时期，中长期效益明显，是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一切要从当初为什么建设特高压说起。 

我国能源资源与负荷中心逆向分布：西部、

北部地区有丰富能源资源，但是却远离东中部负

荷中心。东中部地区经济发达，能源需求量大，

但是一次能源匮乏。特高压将两边“连接”起来，

优化资源配置，也解决了两边发展的“燃眉之急”。 
 

 
特高压还能够有效消纳清洁能源。一方面特

高压工程能够将“三北”地区的清洁能源输送出

去，另一方面通过建设大容量坑口电站，变输煤

为输电，综合利用效率高、排放治理好。这对防

治大气污染，促进绿色发展意义重大。 

特高压成套输电设备的研制成功，改变了我

国在电气设备制造领域长期从发达国家“引进技

术、消化吸收”的发展模式，取得了从基础研究

到工程实践的全面突破，实现了“中国创造”和

“中国引领”。特高压作为世界最先进的输电技

术，工程建设能够推进包括换流阀、电力电子、

新材料等高端装备制造的发展，符合国家产业转

换和升级的趋势。 
此外，特高压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国家电网公司成功中标巴西美丽山水电特高压

直流送出一期与二期项目，实现了我国特高压技

术、装备、工程总承包和生产运营成套“走出去”。 
除了这些，国网能源研究院能源战略与规划

研究所室主任伍声宇告诉记者，还应该回归电网

企业供电服务本身来看待包括特高压在内电网

工程的意义。 

伍声宇表示，一方面，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阶段及疫情过后，全社会用电用能会迎来回补，

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地区，回补将更

加明显。另一方面，以 5G 基站、大数据中心为

代表的其他“新基建”领域均是耗电大户。特高

压等基础设施开工复工是提前做好电力供应保

障准备，进而进一步保障“六稳”。 
由此可见，特高压作为“新基建”的重头戏，

具有长期竞争力，是为未来谋。 

国家电网公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

复产，一直在快马加鞭地开展特高压电网工程的

开复工。 
2 月 7 日，国家电网公司出台全力恢复建设

助推企业复工复产的 12 项举措，明确提出要加

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全面复工青海—河南、

雅中—江西±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张北柔性直

流，蒙西—晋中、张北—雄安 1000 千伏特高压

交流等一批重大项目，总建设规模达到 713亿元。 
可以说，国家电网这种迅速的行动力和组织

力在疫情防控仍吃紧时，出手快、瞄得准，让特

高压在内的电网工程开复工尽可能多地释放了

乘数效应，也让特高压在“新基建”风口下，能

够打头阵，成为领头羊。 
（信息来源：电网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