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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上海市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根据市政府对规划编制工作的统一部署，20
14年下半年起，市发改委会同各有关部门、区县、能源企业、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组织开展了《上海市能源发展
“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编制工作。《规划》先后历经前期研究、思路形成、编制起草、衔接论证
等过程，充分借助外脑，广泛听取意见，与国家能源发展总体规划进行衔接，经反复修改完善，市政府已于2017年3
月15日正式发布。

 一、《规划》编制背景

 “十二五”时期，上海能源发展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供应保障能力大幅提高。形成了“四交四直”市外受电通
道、“5+1”天然气供应气源及储备设施。二是能源消费增速明显放缓。2015年全市能源消费总量约1.14亿吨标准煤，
年均增速从“十一五”的6.3%下降到“十二五”的1.3%。三是清洁能源比重快速提升。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由近
50%下降到36%，天然气、外来电和本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0%、17.1%和0.7%，分别提高约4个、6个和0.5个百
分点，燃气发电在全市发电装机中的比重突破20%，全市风电和光伏装机分别达到61万千瓦和29万千瓦，是“十一五
”期末的3倍和15倍。

 同时，上海能源发展也面临三方面挑战：一是能源安全面临新的挑战，低谷负备用不足等电力调峰矛盾十分突出，
单一气源比重偏高，LNG应急调峰储备能力不足。二是能源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煤炭消费总量依然偏高，进一步削减
潜力有限，新能源发展面临资源、融资等瓶颈。三是能源价格和市场化改革有待深化，既能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又能
灵活反映市场供需变化、资源稀缺程度、环境保护支出的价格机制和管理体制尚未形成。

 从“十三五”发展趋势看,一是能源供需进入相对宽松期。能源供应总体宽松，但是极端条件、个别时段、局部区
域可能出现能源供应紧张情况。二是能源结构调整迎来机遇期。市民对环境的期盼，对能源结构调整提出了更高要求
，也为能源结构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能源体制改革面临攻坚期。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要在保障能源供应
安全的同时，积极稳妥推进能源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二、《规划》主要内容

 1.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十三五”期间上海能源发展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牢固树立能源安全底线、
生态环保红线、转型发展主线的“三线”思维，以深化改革和科技创新为驱动力，以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为突破口，
着力保增长、补短板、惠民生，争取到2020年率先建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安全、清洁、高效、可
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为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坚强有力的能源保障
。

 “十三五”期间，上海能源发展要坚持四条原则。一是安全为本。以保障供应为核心，进一步提高供电、供气可靠
性。适度超前规划建设能源基础设施，拓展新的油气资源，提高天然气应急储备调峰能力。优化调整外来电结构比重
和运行方式，降低外来电单一通道比重。加强长三角区域合作和协调，提高能源资源互联互保和余缺调剂能力。二是
绿色高效。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双控”制度。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一次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清洁
利用水平。提高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城市电气化水平。三是创新融合。争取从能源资源的输入城市转
为能源要素的输出城市，重点提升能源科技创新、能源应用示范、能源市场交易、能源金融投资等功能，输出更多能
源技术、能源服务、能源定价、能源资本、能源人才等。积极稳妥推进能源体制改革，加快能源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
创新。四是开放共享，鼓励本地企业到沪外投资建设能源项目，带动能源技术装备、能源服务贸易共同“走出去”。
支持国内外能源金融机构、能源咨询服务企业落户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和价格话语权的能源要素市场。实
现城乡基本用电和用能服务均等化，提高能源普遍服务水平。

 2、主要目标

 “十三五”末，上海能源发展要实现四方面目标：总量控制：到2020年，全市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1.25亿吨标准煤
以内，年均增速在1.86%左右。煤炭消费总量实现负增长，进一步提高煤炭集中高效发电比例。全社会用电量预计在1
560亿千瓦时左右。结构优化：到2020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比重下降到33%左右。天然气消费量增加到100亿立方米左
右，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12%，并力争进一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上升到14%左右，其中本地非化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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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占比上升到1.5%左右,本地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比重上升到10%左右（其中风电力争新增装机80万千瓦，光伏争取新
增50万千瓦）。安全保障：到2020年，力争中心城区及重点区域供电可靠性达到99.993%，电网负荷备用率保持在10%
-15%，电煤、天然气、成品油等主要能源品种的储备能力达到10-15天的水平。节能环保：到2020年，全市燃煤机组
污染物排放水平进一步下降，力争全市火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下降到296克/千瓦时左右。电网线损率下降至5.85%，
天然气产销差率下降至4.7%。

 3、重点任务

 围绕“十三五”能源发展的各项工作目标，《规划》提出了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进一步优化市内电源结构。
加快煤电节能减排升级改造，促进煤电有序发展；有序推进燃气电厂建设；促进分布式供能系统发展。二是进一步提
升电网可靠性和智能化水平。完善多方向受电通道布局；改造优化城市主网架和配电网；加快推进智能电网建设；科
学规划布局充换电设施。三是进一步提高油气供应保障能力和天然气消费比重。从资源、管网、储备调峰、终端网点
方面提高油气保障能力；大力推广天然气利用；推进油气交易市场建设。四是进一步推动新能源加快发展。有序推进
风电开发；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和地热能开发。五是进一步实施节能减排战略。强化能耗总
量和能耗强度“双控”机制，大力削减煤炭消费总量；提高能源加工转换效率。六是推动能源科技创新和服务创新。
促进能源科技进步和重大装备自主化；推动能源互联网发展，大力发展能源大数据服务应用，加快关键技术和配套服
务体系发展。

 4、保障措施

 为保障相关工作的顺利推进，《规划》明确了5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推进能源规划的衔接和落实，做到能源发展
与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相协调。二是提升能源行业管理水平，加强本市能源管理的统筹协调，加强能源预警与应
急管理，完善能源标准和统计体系。三是深化能源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推动能源体制改革，推进能源价格改革，鼓
励能源金融创新。四是推进能源国际和区域合作，鼓励本地能源企业开拓沪外业务，积极开展国内外能源合作交流。
五是加强能源人才培养，为上海能源创新转型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保障和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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