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新基建”风口  

中国特高压行业市场产业链上中下游分析 

摘要：2020 年，中央多次提到新基建，国家高层对新基建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2 月 1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

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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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传统“基建”，“新基建”主要发力于

科技端。传统基建主要是指铁路、公路、桥梁、

水利工程等大建筑,而“新基建”是指立足于科技

端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来看，“新基建”包括 7

大产业方向：5G 基站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

城际以及城轨交通。 

其中，特高压是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输电技

术。特高压是指，电压等级在交流 1000kV 及以

上、直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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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以特高压直流线路为例，

输电功率是现有 500kV 直流输电的 5-6 倍、送电

距离的 2 到 3 倍。 

从特高压产业链来看，特高压可以分为特高

压直流输电线路，涉及的关键设备包括换流阀、

换流变、控制包括、直流场设备等；特高压交流

输电线路，涉及的设备包括组合电器、变压器、

电抗器等。应用方面，特高压主要定位于我国西

南大水电基地、西北大煤电基地等超远距离、超

大容量外送输电工程。

 

  



一、特高压产业链上游 

随着“新基建”的提出，特高压行业迎来利

好，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将大幅提升特高压装备的

配套需求。 

直流特高压涉及的装备包括换流阀、换流变

压器、互感器、电容器、断路器、避雷器、控制

保护、直流断路器、高压电抗器、高压组合电器。

其中，换流阀、换流变、控制保护是关键设备。

换流阀将交流（直流）电力变换成直流（交流）

电力；换流变用于长距离直流输电或电网之间联

网的电能转换；控制保护是核心二次设备，起到

综合调节的作用。 

交流特高压涉及的设备包括 GIS、特高压变

压器、特高压电抗器、组合电器、互感器、电容

器、避雷器、变电站监控、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等

设备。其中，组合电器、变压器、电抗器是关键

设备。组合电器是将一座变电站除变压器外的一

次设备组合成一个整体的高压配电装置；变压器

是特高压交流核心设备之一，特高压变压器是

1000kV 级变压器；电抗器实现对各类过电压的深

度控制。

 

二、特高压产业链中游 

我国的特高压建设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1）试验探索阶段（2006-2008 年）：争论

较为激烈，推进试点示范工程 

（2）第一轮发展高峰（2011-2013 年）：坚

强智能电网的重要任务 

（3）第二轮发展高峰（2014-2016 年）：顺

应《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 

（4）本轮重启（2018 年至今）：清洁能源输

送需求、拉动基建投资 

 
整体来看，我国特高压建设始于 2006 年，

建设战略是以±1000kV 交流特高压线路为主形

成特高压电网骨干网架，实现各大区电网的同步

互联；以±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进行远距离、



中间无落点的大功率输电工程，主要用于能源基

地的清洁能源外送。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有

25 条在运特高压线路（10 交 15 直）、7 条在建特

高压线路（4 交 3 直）以及 7 条待核准特高压线

路（5 交 2 直）。 

随着“新基建”的开展，特高压建设将加快，

未来的投资前景广阔。根据测算，目前我国共有

15 条待核准开工与在建特高压重点项目（未考虑

2 条柔性直流输电项目），合计投资金额预计在

1800 亿元左右，结合实际核准及开工时间、本次

文件给出的最新规划，预计 2020 年特高压投资

规模有望超过 600 亿元。

 

具体来看，特高压直流线路主设备在两个换

流站内，投资额占比约为 30%。其中换流阀、直

流保护系统、换流变、GIS 等核心设备投资金额

占比较高。特高压交流线路主设备与站点数量相

关，投资额占比约为 25%。单站投资中 GIS 间隔

（不同线路差别大）、变压器、电抗器等核心设

备投资金额占比较高。 

市场格局方面，预测特高压主设备市场份额

高度集中，在设备价值量较大的换流阀、直流控

制保护系统、GIS 等关键设备领域国电南瑞、许

继电气、平高电气、中国西电、特变电工等企业

份额占据明显优势： 

（1）换流阀：国电南瑞、许继电气与中国

西电为龙头，中标率为 42%/31%/20%，合计达

93%； 

（2）直流控制保护系统：国电南瑞、许继

电气为唯二供应商，中标率为 53%/47%； 

（3）GIS：平高电气、中国西电为龙头，中

标率为 40%+/20+%；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前国家电网发布

2020 年特高压及重点电网项目前期工作计划。为

贯彻落实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暨 2020 年工作会议精神,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

板力度,充分发挥重点电网工程在电网高质量发

展、清洁能源消纳、电力精准扶贫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电力需求,根据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发展十三五

规划有关工作安排,按照重点突出、高效推进的工

作思路,国家电网公司研究编制了 2020 年特高压

和跨省 500kV 及以上交直流项目前期工作计划。

计划明确了特高压电网项目前期工作计划，新增

了三个特高压直流建设项目。 

三、特高压产业链下游 

特高压电网可分为±1000kV 交流变电网和

±800kV 直流电网两类。其中，特高压直流电网

在点对点长距离传输、海底电缆、大电网联接与



隔绝等领域优势突出；特高压交流输变网在构成 交流环网和短距离传输领域优势突出。

以下为我国特高压直流/交流工程一览： 

 
（信息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中商情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