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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几年攀六 姗

发展电力工业儿个比例关系的探讨

贾鹤松 胡春芳

胡用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谈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
:
团结各族人民

,

自

力更生
,

艰苦奋斗
,

逐步实现工业
、

农业
、

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

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

明
、

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

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
,

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

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

从 19 8 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
,

我国经济建设在不断提高经

济效益的前提下
,

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
。

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奋斗 目标
,

最重

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问题
,

能源
、

交通问题和教育
、

科学问题
。

我们要牢牢抓住这几个根本

环节
,

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盆点
。

能源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战略重点的地位
。

特别是象电力这样一种通用性很广的能

源
,

它为诸部门生产提供最完善的动力
,

则更是现代化大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
。

毛泽东同志说过
,

电力是我国经济建设的
“

先行官
” 。

实践证明
,

发展 电力工业在改变我

国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
,

建设开发新工业墓地
、

山区
、

边远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
,

组成新的

城市
,

使这些基地
、

地区和城市 经济发展萦荣起来
,

已经起到并将继续起着
“

先行官
”

的作用
。

解放三十三年来
,

全国发电量已由 19 4 9 年的 45 亿度
,

到 19 8 2 年将达 3, 13 0亿度
,

增长

近 70 倍
。

但仍然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

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要
。

为了

正确贯彻开发与节约并重的能源政策
,

努力提高电力供应能力
,

满足
“

四化
”

建设的需要
,

对

电力工业几个比例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

探讨其发展的规律性
,

是十分必要的
。

一
、

电力工业与整个工业发展的比例关 系

在电力工业与整个工业发展的比例关系上
,

存在着电力工业增长的速度超过整个工业的

增长速度
,

即发电量的增长速度应超过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 1 9 5。~ 1 9 7 8年

,

我国工业总

产值年平均递增 13
.

5 %
,

发电童年平均递增 15
.

1 %
。

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如表一
。

表中六个国家中
,

除日本是因为早期电力工业特别是水电发展较快而出现相反的情况外
,

也都是发电量的增长速度快于整个工业增长速度
。

这种客观规律性的主要原因是
:

第一
,

电力工业的产品—
电力

,

不能大量储存
,

要求有足够的后备容量
。

这是因为它

的生产
、

分配与使用
,

与其他工业不同
,

它是在同一时间内进行的
,

它的生产
,

就是另一部

门的消费
。

电力工业由于受发电设备本身定额容量的限制
,

生产的潜力也是有限度的
。

为了

保障新建企业及时兴建
、

投产对电力的需要
,

电力要先行
,

要求电力工业必须有足够的后备

容量
。

电力工业发展速度应快于整个工业发展速度的根本原因
,

就在于此
。

第二
,

工业用电的增长速度快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

也要求电力工业以更高的速度

发展
。

19 79 年
,

全国工业总产值 (按 19 70 年不变价格计算 ) 达 4 ,

5 91 亿元
,

比 1 9 4 9 年增长



表一 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发电 t和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比较表

电 力 生 产 工 业 生 产
国 别

9 1 51年9 7 16 年 平均递增速度 %}19 1 5年 19 76 年 }平均递增速度 %

美 国

苏 联

日 本

西 德

1
,

0 6 8

1
,

0 1 3 1
一

5 6 1 1 1
。

8

n1UnU
ù

O一0英 国

法 国

说明
:

美国
、

法国为净发电量 (例如不包括电站用电 )
,

日本 1 9 7 6年发电量为当年四月一 日至次年三月

底的数字
。

资料来源
:
根据联合国《统计年鉴》数字计算的

。

理1
.

5倍
。

1 9 4 9 ~ 1 9 7 5 年
,

工业用电增长了 6 5
.

5倍
,

其中重工业增长 1 1 1
.

5倍
,

轻工业增长

2 5
.

8倍
。

第三
,

耗电量大的工业部门在工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扩大
。

重工业特别是有色金

属的冶炼和化肥生产
,

是耗电量多的工业部门
。

以我国先进的电力消耗定额计算
,

炼一吨铝

要耗电 15
,。00 度以上

。

用水电解法生产一吨合成氨要耗电 10
,

0 00 度以上
。

在我国
,

无论国防

工业
、

重工业还是轻工业
,

对有色金属的需要量都在急剧增加
,

必须大力发展有色金属工业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化肥是提高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

农田单位面积的化

肥施用量
,

是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之一
。

所以有色金属和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
,

在整个工

业结构中比重的不断扩大
,

要求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应快于整个工业发展速度
。

第四
,

工业生产部门劳动者电力装备程度的不断提高
。

一般说
,

发展生产
,

增 加 产量
,

有两个途径
。

其一是增加劳动者人数
,

加强劳动强度
,
其一是采用现代科学技术

,

不断提高

劳动生产率
。

前者是有限的
。

后者是无穷的
,

因而是主要的
,

而电力装备程度的不断提高又

是其前提条件
。

所以各部门劳动者电力装备程度必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
,

从而增加了

整个工业对 电力的需要量
。

第五
,

工业生产工艺方法的改变
。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
,

电力将更加广泛地被应用到新

工艺过程 中去
。

例如
,

钢铁工业中
,

用电炉炼钢
,

每一吨钢的耗电量一般为 5 00 度
。

世界各

国电炉炼钢的比重都在逐步提高
。

第六
,

国家规划新建设的工矿企业
,

新的工业区
,

新的城镇
,

新开发的山区
、

边区
、

少

数民族地区
,

原有供电不足的地区
,

都要扩大电力生产来保证供应
。

第七
,

作为物质资料之一的电力
,

它不象其他某种物质资料
,

只是用在制造某一类或几

类产品的生产消耗上
,

而是几乎全部机械产品中都有 电力的消耗
。

新的生产物品愈多
,

产量

愈大
,

对 电力的需求量也愈大
。

第八
,

电力不仅直接加入到生产的消费
,

而且也直接地加入到生活的消费
。

19 7 8 年
,

日

本生活用 电占总用 电量的比重是 1 6
.

8 %
,

西德为 14
.

6%
,

我国只有 4
.

1 %
。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逐步提高
,

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用电也随之增加
。



抹 I:所述
,

J犯们 , .

f 以扮出
,

电力 一;峨卜增长速度快于核个 I几业埔 长速度
,

龙带有客观 l尾带

性
。

在一代网家都把这种增长速度之 比
,

称为电力翅前系数
。

超前系致始终大于 1
。

贝
、

苏
、

西德都在 1
.

3 以上
,

发展 嘴
,国家在六 卜年代 ~ 般为 1

.

7 左右
.

二
、

发电童 与装机容蚤发展速度 的比例关 系

电力工业的生产 B 就是发电 t
。

要有足够的发电 t
,

就要 4l’ 相应的发电设备
。

电力 没备

拥有 t 通常称为发电设备装机容盆
。

发电盆与装机容 t 应当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关系
。

我们还

是从六个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统计资料来扮
。

(见表二 )

表二 国外发电 t 与发电设奋装机容 t 发展速度比较衰

负 国
发 电 t

装机容括

1 0 0

1 0 0

1 6 5
.

7

2 2 5
.

1

4 1 9
.

3

4 3 4
.

9

5 1 4
。

8

6 2 8
。

0

发发 电 ttt 1 0 000 3 2 0
.

555 7 7 7
.

888

装装机容址址 1 0 000 3 4 0
.

222 8 4 7
。

333

日日 本本 发 电 ttt 1 0 000 2 5 7
.

222 8 0 0
.

777 1
,

0 5 9
.

777

装装装机容盈盈 1 0 000 2 1 9
.

777 6 5 2
.

888 l
,

0 4 2
.

777

西西 德德 发 电 盆盆 1 0 000 2 9 1
.

000 5 9 3
.

000 7 5 4
.

555

装装装机容录录 1 0 000 2 2 7
.

222 4 0 6
.

777 6 1 0
.

222

英英 国国 发 电 最最 1 0 000 2 4 2
.

555 4 3 1
.

222 4 8 1
.

888

装装装机容皿皿 1 0 000 2 3 4
.

555 3 9 6
.

555 5 0 4
.

222

法法 国国 发 电 盆盆 1 0 000 2 1 5
.

222 4 2 0
.

000 5 3 2
。

888

装装装机容童童 1 0 000 1 5 1
.

111 2 6 8
.

111 3 4 0
。

222

资料来源
:
根据联合国《经济年鉴》数字计算的

。

从表中统计数字看
,

在短时期内
,

发电 t 与装机容量发展速度的比例关系是比较接近的
,

在不同时期
,

彼此略有高低
。

但从较长的时期看
,

则绝大多数国家发电量的增长速度一般是

略快于装机容量的增长速度
。

这种发展趋势
,

在我国表现得更加突出
。 1 9 8 0年底

,

我国大中

小型发电设备装机容量为 6, 6 00 余万千瓦
,

比 1 9 4 9 年的 1 84 万千瓦增长 36 倍 , 1 9 8。 年
,

全

国发电量达 3, 0 06 亿度
,

比 1 9 4 9 年的 45 亿度增长 68
.

8 倍
。

影响发电量增长速度要快于装机容量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是
:

第一
,

固定资产更新周期的缩短
。

由于技术进步
,

工业生产发展快
,

加快了固定资产的
’

无形损耗
,

缩短了固定资产更新周期
,

用质量更好
,

效率更高的发电设备取代 了旧式设备
。

由于新设备可以减少检修停工时间
,

提高设备利用率
,

做到满发电
,

可 以相对地增加发电量
、

减少设备需要量
。

第二
,

实行合理电网线路
,

调节地区之间的电力余缺
,

降低电力的线路损失率
。

日本从

1 9 5 1 年到 1 9 7 5 年的线路损失率由 2 .5 3 %下降到 .6 4 % , 同期间
,

西德由 10
.

1 %下降到 5
.

1 % ;

法国由 13 % 下降到 6
.

6 %
。

而我国供电线路损失率
,

虽然逐年有所下降
,

但是 1 9 8。 年仍然高

达 8
.

93 %
,

在这方面还有较大潜力可挖
。



第三
,

公用 电厂厂用电率的降低
,

可以增加净发 电量
。

例如
,

苏联 1 9 6 0 年公用火电厂厂

用 电率为 7
.

7 %
, 10 7 4 年为 6 % , 日本 1 9 6 0 年为 6

.

5 %
, 1 9 7 5 年为 4

.

5 % , 法国 1 9 5 5年 为
7 %

, 1 9 7 4 年为 .5 2 %
。

我国电厂厂用电率也在逐步降低
, 1 9 8 0 年为 6

.

44 %
,

略高于国外水平
。

第四
,

水电站在枯水季节
,
利用夜间多余的电力向水库提水

,

扩大水库容量
,

以满足发

电设备在白天高锋负荷的时候对水量资源的需要
。

这样一种由电力转化为水力
,

再由水力转

化为电力的过程
,

可以相应地降低作为水力发电后备力量的火力设备需要量
,

从而减少了装

机容量的总需要量
。

但是
,

也有相反的因素在起作用
。

导致装机容量增长较快的主要因素有两个
:

第一
,

在当前技术水平状态下
,

尚无法对电力进行大量储存
,

电力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
·

它的消费过程
,

必须依靠合理的增加设备能力
,

即用增加装机容量作后备的办法
,

以满足国

民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要
。

第二
,

在一些水力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
,

为了充分利用廉价的水力资源
,

节约大量的燃

料资源
,

大力发展水电事业
,

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

但是
,

水力发电往往受到
.

枯水期的限制和自然性早灾的影响
,

在无大库调节的情况下
,

枯水期水电设备不能充分利用
。

为了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对电力供应的需要量
,

就要有相应的火电设备作后备力量
。

由于上述正反两个方面因素的作用可以相互抵销
,

所 以要在较长的时期内才能显示它们
_

发展速度的差别来
,

这是前面说明的发电量的增长速度略快于装机容量的增长速度的情况
。

美国之所以在较长的时期内表现出装机容量的发展速度高于发电量的发展速度
,

是因为

美国在战后出现过六次经济危机
,

几乎没有经济高涨时期
。

在每次危机中
,

工厂 开 工不足
,

用电量减少
,

电力专用设备利用率很低
。

例如
,

公用 电厂火力发电利用小时
, 1 9 7。年为 4, 5 15

小时
, 1 9 7 5 年则只有 3 , 6 0 4 小时

。

而苏联则分别为 5一0 7 8 小时和 5
一 6 1 0 小时

。

我国 1 9 8 0 年全
、

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5
,
0 7 8小时

,

相当于苏联 1 9 7 0 年的水平
。

我国电力供应长期处在紧张状态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电力工业发展速度与整个工业发展

速度不相适应
。

这种不适应
,

除表现在发电量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工业用电增长速度外
,

还有

在发电设备装机容量增长速度过多地低于发电量的增长速度
,

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

根

据有关部门估算
,

我国目前应该增加发电设备装机容量 80 。~ 1 ,

00 。 万千瓦
。

这就是说
,

要从

根本上解决电力紧张状况
,

就要以开发为主
,

努力提高供应能力
。

三
、

水电
、

火电及其它 电力的比例关 系

为了研究水力发电与火力发电构成的比例关系
。

我们还是先把上述几个工业发达国家的

情况汇表如下
。

(见表三 )

从表中
,

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

第一
,

由于水力发电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
,

所以在世界工业发达国家中
,

火电始终占居

主要地位
。

到目前为止
,

仍约占 70 %左右
。
日本在五

、

六十年代水力发电高于火力发电
,

到

了七
、

八十年代也起了变化
,

转向火力发电为主
。

我国从 1 9 4 9~ 1 9 8。 年水
、

火发电量与装机

容量结构状况是
:

(见表四 )

尽管我国火电所占比重较大
,

由于电力是短线
,

仍需大力发展
。

火电的优点是
:

受自然

条件限制较小
,

建厂速度快
,

厂址可接近用户
,

可保证及时正常供电
,

还可减少输变电工程
:建设

,

降低供电线路损失 , 能在煤炭基地建设坑口电站
,

可减少燃料运输
。

我们在电厂建设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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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表中水力
、

火力相加数不满 1 00 者
,

差硕部分属原子能发电和极少 t 的地下热能发
。

资料来源
:

根据联合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计算的
。

表四 我国火
、

水电力工业发展的结构状况

项项 目目 计算单位位 1 9 4 9 年年 1 9 8 0 年年

合合合合 计计 火 电电 水 电电 合 计计 火 电电 水 电电

发发 电 ttt 亿 度度 4 555 3 7
。

999 7
。

111 3
,

0 0 666 2
,

4 2 444 5 8 222

%%%%%%% 1 0 000 8 6
。

444 1 9
.

666 1 0 000 8 111 1999

装装 机 容 址址 万千瓦瓦 1 8 555 1 6 9
.

777 1 6
.

333 6
,

0 5 555 4
,

3 7 444 16
。

8 000

%%%%%%% 1 0 000 9 1
。

444 8
.

666 1 0 000 7 2
。

222 2 7
。

已已

布局上
,

既要考虑接近煤炭产地
,

也一定要考虑到接近负荷中心 (消费区 )
,

考虑到负荷需要

量
,

负荷特点
,

确定装机容量规模的大小
,

从而保证发电机组发出的电力功率时刻与用户清

耗的功率相平衡
,

取得最好的经济效果
。

第二
,

水力发电
。

从 19 3 6年开始
,

美国在科罗拉多河上建成一个胡佛水电站
,

装机容惫

达 13 4 万千瓦
,

年发电量 4 1
.

1亿度
,

标志着当时世界水电技术最高成就
。

到五十年代
,

水电

事业进入高潮
。

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水电所 占比重都在增大
。

日本 1 9 5 0年达 85 %
,

加 幸大
1 9 5 6年达 93 %

,

法国 1 9 6。年达 56 %
。

到六
、

七十年代
,

水电所占比重才逐渐下降
。

而一些

比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
,

则仍然保持较大的比重或者在逐渐扩大水电比重
。

例如
,

巴西水力

发电量占 9 .0 6 %
,

加拿大仍保持在 73 %以上
,

委内瑞拉已占 53 %
。

这是因为水力发电较火力

发电有其独特的优点
:
资源可以年复一年地循环使用

,

是最好的再生能源 , 水电成本低
,

利

润高
,

积累多
,

投资回收快 , 不污染
,

是一种最干净的能源 , 还可以节省大 t 矿物然料
,

减



少运输量 , 水电设备可靠灵活运转期长 , 兴建水电站
,

可以加强城乡联系
,

有利于综合利用
,

能防洪
、

灌溉
、

航运
、

养殖
,

改善自然环境
,

可供旅游
,

最能取得综合经济效益
。

所以世界

各国都尽可能地首先开发
,

充分利用 自己水力资源发电
。

由于各国水力资源各不相 同
,

因而

水电所占比重也有差别
。

目前开发利用程度最高的是瑞士
,

高达 98 % ;
西欧各国一般已开发

了 7 0一 90 %
,

美国
、

加拿大为 40 % , 苏联因水力资源分布的地理位置不理想
,

只开发利用

2 0 % , 发展中国家则因资金不足
,

开发利用程度较低
。

据有关部门预测
,

到 2, 0 00 年
,

世界

上水力发电装机容量将达 18 亿千瓦
,

年发电达 8 万亿度
,

平均资源利用率达 80 % 以上
。

我

国水力资源居世界第一位
。

据估计总资源达 .6 8 亿千瓦
,

年电量为 .5 9 万亿度
,

其中可开发

利用的达 .3 7 亿千瓦
,

年发电量 L g 万亿度
,

每年能提供相当于 7 亿吨标准煤的能量
。

现在

已开发利用的仅占可供开发利用资源的 2
.

6%
,

年发电量折合标准煤
,

只占我国能源消耗总

量的 3 %
。

我们的方针是水火并举
,

因地制宜
。

数量上是一煤二水
,

但应积极提高水电 比

重
,

力争在本世纪末我国水力发电量比重达到 25 ~ 30 %
,

开发重点放在西南
、

中南和西北地

区
。

第三
,

发展核电及其他电力事业
。

在五十年代
,

几个主要工业发达国家
,

水力发电量的

比重普遍大于装机容量的比重
,

这说明当时水力资源丰富
,

可以充分满足发 电设 备的需要
。

到了七十年代
,

大都出现了相反的情况
,

则说明上述国家现有水力资源潜力不大了
。

火力发

电所需的煤炭
、

石油
,

综合利用价值越来越大
,

而资源也在 日益枯竭
。

为此
,

必须寻求和开
-

发新的能源
,

发展新的电力工业
。

目前主要是发展原子能
、

沼气
、

地热
、

风力
、

潮夕
、

太阳

能等 电力工业
。

其中发展最快的要算是原子能发电
。

1 9 4 9年
,

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小型原

能子发电站
。

随后美英也开始兴建
。

进入七十年代
,

能源危机的冲击
,

使原子能发 电得到了

迅速发展
。

1 9 7 0年
,

国外发电设备装机容量总计为 1 0 9
, 6 6 9 万千瓦

,

其中原子能发 电设备装
机容量为 1, 8 92 万千瓦

,

占 L 7% , 1 9 7 5年
,

国外发电设备装机容量总计为 1 56
, 9 95 万千瓦

,

其中原子能发电设备装机容量为 7, 81 9万千瓦
,

已提高到 5 %
。

(根据联合国《统计年鉴》数字

计算的 ) 到目前为止
,

全世界有二十多个国家建成原子能发 电站
,

计有 2 15 座
,

总装机容量为
·

1
.

2 亿千瓦
。

正在兴建和计划兴建的还有 3 00 多座
。

预计到本世纪末
,

全世界原子能发电设备

装机容量将占总发电量的 30 一 40 %
。

原子能发电站所以发展得这样快
,

因为原子能发电成本

低于火力电站
,

比较经济
,

核燃料密度大
,

体积小
,

节省运输量
,

对环境污染较小
,

可节省

煤炭
、

石油
,

因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我国也应在能源资源比较缺乏的地区
,

有计划地准

备兴建原子能电站
,

以便积累经验
,

改善电力供求关系
,

促进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
。

四
、

电力与电力网建设之间的比例关 系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

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电力工业不相适应的问题
,

除加快 电 站

『 )建设
,

增加装机容量后备
,

扩大发电量外 , 还要相应地加快电力网系统的建设
。

按照 电

力工业生产布局客观内在的联系
,

组成有发电厂
、

变电所
、

高压输电线路
,

低压配电站以及

用户所联结起来的发
、

供
、

用电的电力网系统
。

电力网的作用和优点是
:

可以充分合理地利

用资源
,

水火电站相互调节
,

取得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 可以调节最高负荷
,

减少发电设备

装机容量 , 有利于错开时间供电
,

检修机组 多 有利于安装大机组
,

降低发电成本
,

提高劳动
.

生产率
,
促进工业合理布局

,

更接近原料基地和消费 中心
。

在电力网的建设和布局上
,

特别
.

要注意的是
:
保证供电的可靠性

,

电网规模愈大
,

要求可靠性愈高 , 要保证安全用 电
、

及时



用. 杠 , 要保以电能质皿好 , 要力求电 )J 运行舒济效果好
。

目前我囚除西雌外
,

务布
、

认拓l;有

电力网
。

六个大区中已有 五个跨省市的电两
。

建成容一为 1 0 力“
.f 瓦以

.

性:电网的有 32 个
,

其
`
l

, 10 0 万 .r 瓦 以
_

!: 的 12 个
。

尽价如此
,

我国电力网还不适应网民经济发展的要求
。

必须加

强电力系统
一

f 利的建设
,

实行集
,

卜钡冲
,

统
·

电力 生产调度
,

加强经背啼理
,

提高经济效

果
。

五
、

一 个国家实现 电气化前后 不同

时期 电力发展速度的比 #.l 关 系

电气化
,

是发展强大的电力 网
,

在生产和生活中 )
“ `

泛使用电气
。

在一个国家电力工业还

不发达的时饮
,

在工业化过程 中
,

各部门对 电力的需要 t
,

就好象饥荒年景人对粮食的箱要

皿一样
,
当粮食供应不能基本滴足时

,

有多少耍多少
。

当粮禽问题墓本解决之后
,

对粮食需

要将随着人 口的增长和工业用粮的播要
,

作相应的发展
。

发电 t 在墓本上实现电气化后
,

对

电力的需求
,

将随着生产和人们生活提高而相应地发展
。

在实现电气化之前
,

发电 t 从无到

有
,

基期数值较小
,

每增长 1 % 的绝对值也小
,

表现在发电增长速度也较快一些
。

在实现了

电气化之后
,

尽管每年增长电力绝对 t 比以前大多了
,

但是
,

它的基数大了
,

表现在发电增

长速度上也慢了一些
。

苏联在 1 9 3 5年就超额完成了列宁的全俄电气化计划
。

1 9 1 3 到 1 9 4。年
、

的 2 7 年间
,

发电盘由 19 亿度发展到 4 83 亿度
,

增长了 24 .2 倍
, 1 9 4。 到 1 9 7 7年的又一个 2 ,

·

年间
,

发电盆 由 78 3 亿度发展到 n
,

1 10 亿度
,

只增长 13
.

13 倍
。

总之
,

探讨国内外电力工业发展的几个比例关系及其规律性
,

有利于我们作好发展 电力

工业计划
,

调整好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
,

在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上
,

按照经济客

观规律要求
,

求得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
,

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