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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2021年，国家能源局资质中心和各派出机构贯彻落实局党

组决策部署，深入推进简化许可、深化信用、强化监管、优化服

务，在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探索创新信用监管、实践“互联

网+监管”方面取得新的进展，电力业务资质许可制度在维护市场

秩序、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发挥。为

系统反映 2021年度电力业务资质管理工作成果，资质中心梳理

了电力业务资质许可告知承诺制成效，分析了电力业务许可、承

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持证企业的分布与发展，通过持证企

业许可信息分析了市场主体业务类型、装机规模、经济性质等方

面特征与变化，编制形成《电力业务资质管理年度分析报告

（2022）》（数据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报告展现了以下

四个方面内容。

创新许可模式，深化“放管服”改革，电力业务资质许可告知

承诺制实施效果明显。作为推动证照分离和简化审批的一项重要

改革举措，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许可事项无差别、同标准“一网通

办”和“一网通查”的基础上，2021 年国家能源局全面推行电

力业务资质许可告知承诺制，以“三减”措施实现“三零”成效，制

度成本有效降低，营商环境明显改善。从 2021 年 8 月 26 日至

2021年底，全国以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电力业务资质许可的发

电、输电、供电及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数量累计达 3196

家，占当期办理业务总量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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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证发电企业数量稳健增长，输电、供电企业数量保持稳定，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数量较快增长。截至 2021年底，

全国持有电力业务许可证企业共有 15722家，其中，持证发电企

业 12825家，较 2020年增加 1110个，增长率为 9%；持证输电

企业 40家，较 2020年无变化；持证供电企业 2857家，较 2020

年减少 15家。全国持证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共有 31609

家，较 2020年增加 6079家，增长率为 24%，新增持证企业中，

民营企业占比达 87%。

市场主体结构与规模变化各具特色，新能源成为发电装机增

长的主力，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综合能力稳步提升。持

证发电企业总装机容量为 2067237MW，其中 1000MW以上的企

业占持证发电企业总数的 4%，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 49%，

与 2020年相当。持证可再生能源企业装机占比快速提高，新增

持证风电、太阳能装机容量 74803MW，已超过火电新增装机容

量（57023MW），占持证企业全年新增总装机容量的近 50%，

许可管理有效促进发电行业持续转型升级。从承装（修、试）电

力设施企业许可等级分布看，四级企业占比最大，达 60%。承装、

承修、承试 3个许可类别间的业务关联性较强，同时持有 3个类

别许可的企业占比达到 86%，占比进一步提高。

增量配电业务许可工作稳步推进，超期服役机组许可管理工

作持续加强。2021年，新增持证增量配电项目 36个，全部为试

点项目。截至 2021年底，增量配电业务累计取证数量为 213个，

其中，试点项目 191个，占比 90%；试点外项目 22个，占比 10%。

第一批至第五批增量配电试点项目合计 459个，取证试点项目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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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达 42%。2021年，各派出机构对超期服役机组分类施策，符

合产业政策、环保、能耗要求的机组，经安全评估后，准予延续

运行，充分发挥其经济性优势；不符合产业政策，环保排放、运

行参数不达标的机组及时注销许可证。2021年，各派出机构共

许可 8191MW机组延续运行，注销 1602MW达到设计寿命机组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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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许可模式改革与创新

国家能源局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

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有关要求，

2021年 8月制定印发《国家能源局全面推行电力业务资质许可

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快速推进落实电力业务许可及承装（修、

试）电力设施许可告知承诺制（以下简称告知承诺制），全面构

建“宽进严管、诚信规范、审批高效、监管完善”的许可审批新模

式，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一）立足承诺，改革创新。告知承诺制作为国家能源局大

力推动证照分离和简化审批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以许可机关清

楚告知、企业和群众诚信守诺为重点，与一般许可办理程序相比，

主要体现出两大“亮点”。

一是“以承诺为先”。按照全面准确、权责清晰、通俗易懂的

原则，编制发电、输电、供电和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事

项告知承诺书，详细列明了净资产、专业人员、活动业绩等具体

申请条件和相关量化标准，以及许可办理程序、事中事后核查方

式、不实承诺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重点内容。申请企业充分阅知

后，可自主选择以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仅需填报“一表”（申请

表）“一书”（承诺书）即可完成许可申请。

二是“以信用为本”。依托国家能源局资质和信用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系统），实现资质许可和能源信用数据互通、业务互

联，为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打下坚实基础。通过与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等 7家部委（单位）建立 19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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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接口，同 90多家能源企业共享信用信息，归集能源行业信用

信息 63万余条，涉及企业 11万多家。系统可据此自动比对申请

企业信用状况，判断是否适用告知承诺制，并将履行承诺情况全

面纳入其信用记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信用监管，建立告

知承诺制信用信息记录、归集、推送工作机制，完善相关信用修

复和异议处理机制，并按照持证企业信用等级分类采取相应监管

措施。

（二）惠企便民，激发活力。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为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提供更大便利。

为此，国家能源局对电力业务资质许可审批材料及流程不断进行

优化完善，做到“能减必减”、“能简尽简”，力行“简约之道”。

一是减材料。全部取消审计报告、项目审批或核准文件、环

评批复、最高年度工程结算收入、专业人员职称或技术资格证书

等 21项许可证明材料，实现许可“零证明”。

二是减流程。全程实现许可业务“一网通办”和“一网通查”，

初审、受理、复核等各审批环节高效融合衔接，实现许可“零跑

腿”。

三是减时限。全面压减审批时限，申请企业自愿签署告知承

诺书并按要求提交材料，许可机关受理后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实现许可“零时限”。

通过以上“三减”措施实现“三零”成效，制度成本有效降低，

营商环境显著改善，市场中真正“敢诺、践诺、守诺”企业更多更

实享受到改革红利。

自 2021年 8月 26日开始实施，截至当年底，全国以告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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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制方式办理电力业务资质许可的发电、输电、供电及承装（修、

试）电力设施企业数量累计达 3196家，占当期办理业务总量的

40.52%。告知承诺制业务每月累计占比情况见图 1，各派出机构

业务办理情况见图 2，各业务类别告知承诺制占比情况见图 3。

图 1 告知承诺制业务占比情况

图 2 各派出机构业务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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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业务类别告知承诺制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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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证企业分布与发展

（一）持证企业总体情况及地区分布

1．发电业务许可

截至 2021年底，全国持证发电企业共有 12825个，以省为

统计口径，分布如图 4所示。

图 4 各省（区、市）持证发电企业数量

持证发电企业数量最多的前五个省（区）为山东 1078个、

四川 744个、新疆 727个、江苏 695个及云南 664个。其中江苏、

山东为负荷集中地区，其余均为能源富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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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区域持证发电企业数量

将持证发电企业按照区域进行归集，数量最多的为华北区域

2880个，之后依次为华中、西北、华东、南方及东北区域。华

北区域持证发电企业数量较多的主要原因是区域内山西、内蒙等

地为煤炭资源大省，煤电相对较多；内蒙、河北风光资源丰富，

风电光伏企业数量多。

图 6 2020-2021 年各区域持证发电企业数量对比

2021年各区域持证发电企业数量与 2020年对比均有一定幅

度上涨。

2．输电业务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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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年底，全国持证输电企业共有 40个，其中 33个

省级输电企业、5个区域输电企业、2个全国性输电企业。

鉴于输电业务许可核发及管理对象较为稳定，近年来无新增

及注销情况，下文不再具体分析。

3．供电业务许可

截至 2021年底，全国持证供电企业共有 2857个，以省为统

计口径，分布如图 7所示。

图 7 各省（区、市）持证供电企业数量

持证供电企业数量最多的前五个省（区）分别为四川 231个、

河北 161个、河南 147个、湖南 147个及新疆 142个。供电类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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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业务许可证颁发对象主要为地市级、县级供电企业及增量配电

企业，四川持证供电企业较多的原因是四川为我国县级行政区最

多的省份，同时四川还有部分地方水电企业和增量配电企业持有

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

图 8 各区域持证供电企业数量

将持证供电企业按照区域进行归集，数量最多的为华中区域

835个，之后依次为华北、南方、西北、华东及东北区域。华中

区域持证供电企业数量较多的主要原因是华中区域覆盖 5省 1区

1市，是覆盖省（区、市）最多的区域，其中四川、河南、湖南

均为县级行政区较多的省份。

4．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

截至 2021年底，全国持证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共

有 31609个，以省为统计口径，分布如图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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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各省（区、市）持证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数量

持证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数量最多的前五个省为江

苏 2542 个、广东 2455 个、山东 2418 个、河南 2223 个、四川

2088个。

图 10 各区域持证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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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持证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按照区域进行归集，数

量最多的为华中区域 8161个，之后依次为华北、华东、南方、

西北及东北区域。

（二）许可证颁发情况

1．发电业务许可

2021 年颁发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 1302 个，同比增长

23.06%，以省为统计口径，分布如图 11所示。

图 11 各省（区、市）2021年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颁发数量

2021年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颁发数量最多的前五个省为

河南 109个、河北 99个、贵州 83个、山西 80个及山东 7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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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各区域 2021年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颁发数量

将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颁发情况按照区域进行归集，数量

最多的为华北区域 324个，之后依次为华中、南方、西北、华东

及东北区域。华北区域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颁发数量较多的主

要原因是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华北区域大力推动新能

源建设，新增风电、光伏企业数量较多。

2．供电业务许可

2021年颁发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 71个，以省为统计口径，

分布如图 13所示。2021年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颁发数量最多

的前五个省（区）依次为广东 17个、江苏 11个、广西 7个、云

南 5个及河南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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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各省（区、市）2021年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颁发数量

3．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

2021年颁发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6564个，同比

增长 23.24%，以省为统计口径，分布如图 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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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各省（区、市）2021年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颁发数量

2021年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颁发数量最多的前

五个省依次为四川 680个、江苏 589个、广东 547个、陕西 483

个及山东 39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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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各区域 2021年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颁发数量

将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颁发情况按照区域进行归

集，数量最多的区域为华中区域，达到 1825个，之后依次为华

东、华北、南方、西北及东北区域。

（三）许可证注销情况

1．发电业务许可

2021年共注销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 192 个，以省为统计

口径，山东、黑龙江、云南、江苏及广东注销的企业较多，分布

如图 16所示。

图 16 2021年注销许可证发电企业分布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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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

2021年共注销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485 个。注

销许可证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最大，达到 68.45%，集体企

业为 12.16%，国有（全民）企业为 7.83%，港澳台及外资企业为

2.26%。以省为统计口径，分布如图 17所示。

图 17 2021年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注销情况

2021年，广东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注销数量最

多，达 64家，其次为河南 46家，黑龙江、辽宁及新疆注销数均

超过 30家。此外，从注销企业性质看，贵州集体企业注销数量

较多，其他各省（区、市）均为民营企业注销数量最多。

（四）持证企业增长率

1．发电业务许可

2021年颁发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 1302个，注销 192个，

净增加 1110个。以省为统计口径，以橙色柱线代表注销许可证

数量，蓝色柱线代表颁发许可证数量，分布如图 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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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图 18 2021年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颁发及注销情况

2021年全国持证发电企业的增长率1为 9.47%，各省（区、

市）情况如图 19所示。

1
注：增长率=（2021年新颁发数量-2021 年注销数量）/2020年底持证数量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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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021年持证发电企业增长率

各省（区、市）持证发电企业数量总体稳定上涨。其中贵州、

河南、天津、河北、广西、江西、安徽、山西、湖北、陕西、广

东、辽宁、蒙西、宁夏、北京的增长率较高，均超过 10%。

2．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

2021年新颁发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6564个、注

销 485个，新颁发许可证数量远大于注销数量。以省为统计口径，

以橙色柱线代表注销许可证数量，蓝色柱线代表颁发许可证数量，

分布如图 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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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2021年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颁发及注销情况

2021年全国持证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的增长率为

23.80%，较 2020年基本持平。各省（区、市）情况如图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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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21年持证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增长率

随着《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发

展改革委令 2020年第 36号）的颁布，市场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

连续两年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数量增长较快。八个省

份增长率均为 30%及以上，其中四川、海南增长最显著，分别达

到 49%和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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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证企业特征与结构

（一）业务特征与结构总体情况

1．发电业务许可

截至 2021年底，持证发电企业的总装机容量为 2067237MW，

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 86.97%2（不含豁免项目及处于调试阶

段暂未取得许可证的项目）3。

将持证发电企业按照装机容量分为 50MW 以下、

50MW-100MW、100MW-500MW、500MW-1000MW、1000MW

以上 5大类，各类企业的数量及对应的装机容量如图 22所示。

图 22 持证发电企业装机容量级别分布

2
注：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 2021 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电

力总装机容量为 237692 万千瓦。
3
注：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优化电力业务许可管理有关

事项的通知》（国能发资质〔2020〕22 号），分布式发电项目、6MW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项

目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非燃煤自备电站以及所发电量全部自用不上网交易的自备电站等项

目实施许可豁免政策，不纳入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范围。同时，根据有关规定，发电项目在

完成启动试运工作后 3 个月内（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在并网后 6 个月内）取得电力业务许可

证，发电机组取得许可时间与投运时间不完全一致，存在部分 2021 年投运机组当年底尚未

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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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W及以下持证发电企业数为 8325个，占持证发电企业

总数的 65.86%，但其装机容量仅占总装机容量的 10%，表明我

国持证发电企业从数量上看小型企业占比较大，但其发电能力贡

献较小。1000MW以上的大型持证发电企业有 520个，占持证发

电企业总数的 4.11%，但其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 49.13%，表

明我国大型发电企业虽然数量较少，但发电能力贡献较大。

2．供电业务许可

截至 2021年底，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所属持证供

电企业及地方持证供电企业占比情况如图 23所示。

图 23 2021年底不同集团供电业务持证占比情况

持证供电企业中，国家电网公司所属供电企业数量最多，占

比达到 68.57%，南方电网公司所属供电企业与地方供电企业分

别占 15.04%及 16.40%。与 2020年相比，企业占比基本保持稳定。

3．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分为承装、承修、承试三个

类别，一家企业可获得其中一类或同时获得几类许可。对承装（修、

试）电力设施企业所持许可证类别情况进行统计，如图 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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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所持许可证类别情况

截至 2021年底，同时持有承装、承修、承试三个类别许可

证的企业数量最多，占比达到 85.85%；只持有一个类别许可证

的企业数量最少，占比为 3.61%；持有两个类别许可证的企业数

量占比为 10.54%。以上数据表明三个许可类别间的业务关联性

较强，大部分持证企业选择申领多类许可以便于从事相关业务活

动。对各派出机构辖区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持证类别及

占比进行统计，结果如图 25所示。其中，西北、华中能源监管

局，山东、甘肃、新疆、江苏、福建、河南、湖南、四川、云南、

及贵州能源监管办持三类许可的数量占比达到 90%及以上。

图 25 2021年末持有三类、两类、一类许可数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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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持证企业按照类别和等级进行统

计，具体如图 26所示。

图 26 2021年底各类承装（修、试）不同级别的许可证数量

与 2020年一致，承装、承修、承试三类持证企业的分布相

似，均为四级企业占比最大，之后依次为五级、三级、二级、一

级。

在此基础上，对各省持一级、二级、三级许可证企业数量及

占比情况作进一步统计，如图 27所示。

图 27 2021年底各省份一级、二级、三级企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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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山东和四川一、二、三级企业数量最多，超过

350家；河南、陕西、江苏、湖南、湖北一、二、三级企业数量

均超过 200家。针对数量占比方面，青海一、二、三级企业数量

占比最大，达到 26.47%。

（二）业务特征与结构变化情况

1．发电业务许可

各省持证发电企业装机容量情况如图 28所示。总装机容量

排在前五名的是广东、内蒙古、江苏、山东及四川，装机容量分

别为 142011MW、 137380MW、 135826MW、 119840MW 及

109688MW，其余省份持证发电企业装机容量均低于 100000MW。

图 28 各省累计持证装机容量情况

全国风电及太阳能发电持证装机容量最多的五个省份是内

蒙古、河北、新疆、江苏及山西，装机容量分别为 43640MW、

37921MW、31449MW、27965MW及 27534MW。四川、云南、

西藏的水电持证装机占据本省装机容量一半以上的份额，其中，

四川及云南水电占比超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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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各省累计持证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情况

将各省太阳能持证装机容量与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累计

并网太阳能发电容量进行对比。截至 2021年底，青海、宁夏、

广西、内蒙古、海南的持证容量占比超过了 70%。部分省份持证

容量占比较低主要因为分布式发电项目及 6MW以下新能源项目

豁免电力业务许可，持证容量与实际并网容量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另外，根据电力业务许可管理有关规定，发电项目在完成启动试

运工作后 3个月内（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在并网后 6个月内）取

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机组取得许可时间与投运时间不完全一

致。

2．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

2021年各派出机构新增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按经

济性质分布情况如图 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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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2021年新增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经济性质分布

总体而言，2021 年新增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经济

性质结构与总体结构保持一致，均为民营企业数量最多，其次为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他。

2021年新增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不同等级变化情

况如图 31所示。

图 31 2021年新增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等级分布

2021年新增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 6564个，其中一

级企业 0个、二级企业 4个、三级企业 28个、四级企业 4918个、

五级企业 1614个。可见，2021年新增承装（修、试）电力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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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以四、五级企业为主，一、二、三级企业较少。

（三）主要电力集团（企业）持证装机情况

截至 2021年底，装机容量排名前 20的持证发电企业（有 3

个企业并列 19，因此展示前 21个企业）情况如图 32所示。

图 32 2021年装机容量排名前 20的持证发电企业

装机容量前 20名企业较 2020年总体保持稳定，华能澜沧江

水电、江苏核电、辽宁红沿河核电排名分别上升 6、4、8位，华

能（浙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玉环分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泰州发

电有限公司、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成为新上榜企业。

截至 2021年底，装机容量排名前 20的持证发电企业总装机

容量 163060MW，较 2020年报告增加 22983MW；平均每个持证

企业装机容量 8153MW，较 2020年报告增加 1149MW；平均单

机容量 694MW，较 2020年报告减少 10MW。其中，火电企业 9

个，平均装机容量 4444MW，平均单机容量 769MW；水电企业

6个，平均装机容量 15748MW，平均单机容量 602MW；核电企

业 5个，平均装机容量 5716MW，平均单机容量 1099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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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发电集团分析，下属持证发电企业总装机容量排名前

10位的企业分别是：国家能源、华能、大唐、华电、国家电投、

三峡、华润、中广核、国投、中核。五大发电集团依然名列前茅，

主要由于其火电装机较大；三峡集团排名第六，其水电装机容量

在所有集团中位列第一。中广核、中核拥有较大核电装机。10

个集团总装机容量约 12.2 亿千瓦，占全国持证企业总装机容量

的 59%。

图 33 下属持证发电企业总装机容量前 10位电力集团

近年来，随着国家不断践行低碳绿色转型理念，推进能源革

命，着力发展新能源，各大发电集团的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截

至 2021年底，新能源装机规模排名靠前的电力集团为：国家电

投、国家能源、华能、大唐、华电、三峡、中广核、华润、中节

能、中电建。这些集团新能源装机占比大多高于 10%，合计新能

源装机占 10 个集团总装机的 20.1%，其中中节能的新能源装机

占本集团装机比例高达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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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电力集团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及其占比情况

主要电力集团各类发电类型装机容量变化情况，如图 35所

示。

图 35 主要电力集团各类型机组装机容量增长情况

2012年后五大发电集团新增装机容量保持平稳增长，2015、

2020年出现两次新增装机高峰，2021年新增装机容量有所回落。

（四）持证企业信用状况

依托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归集共享的信用信息数据，参照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有关指标和分析方法，对持证企业进行公共信

用综合评价。如图 36所示，持证发、输、供电企业及承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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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电力设施企业中，大多数集中在信用优级和良级范围内。其

中，优级持证企业占比 17.49%；良级持证企业占比 78.54%；中

级持证企业占比 2.66%；差级持证企业占比 1.30%。

图 36 持证企业信用等级状况

持证发电企业信用等级集中在信用优级和良级范围内。所有

持证发电企业中，优级企业占比 11.29%、良级企业占比 82.80%、

中级企业占比 3.53%、差级企业占比 2.38%。

持证输电企业信用等级集中在信用优级范围内。所有持证输

电企业中，优级企业占比 82.50%、良级企业占比 17.50%。输电

持证企业没有中级和差级企业。

持证供电企业信用等级集中在信用良级范围内。所有持证供

电企业中，优级企业占比 8.00%、良级企业占比 88.38%、中级企

业占比 3.58%、差级企业占比 0.04%。

持证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信用等级集中在信用优级

和良级范围内。所有持证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中，优级

企业占比 21.05%、良级企业占比 75.76%、中级企业占比 2.23%、

差级企业占比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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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各类型持证企业信用等级占比情况

各类型持证企业信用等级占比情况，如图 37所示。整体来

看，输电企业整体信用状况较好。持证企业所涉 3732条行政处

罚信息中，涉输电类持证企业行政处罚信息仅 1条；持证企业所

涉 5670条合同违约信息中，输电类持证企业没有合同违约信息。

同时，输电企业没有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情况发生。

对持证企业进行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分级

分类监管，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将有助于提高监管精准性

和有效性，增强电力企业诚信意识，营造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市

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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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质管理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一）助力清洁能源实现快速发展

对 2021年新增持证发电企业各类型发电装机规模分布进行

统计，结果如图 38所示。

图 38 2021年新增持证发电企业各类型机组分布情况

结果显示，2021年新增持证发电企业按能源类型划分，风

电、太阳能等装机容量（74803MW）已超过火电（57023MW），

水电、生物质能发电等其他能源类型装机容量相对较小。

从各区域来看，华北、西北、华中区域新增装机容量中风电、

太阳能发电占比大，已超过火电增长水平；南方、华东区域新能

源及火电装机增长水平基本一致。总体而言，在“双碳”政策背景

下，新能源发电的发展速度持续加快，逐步推进能源清洁化转型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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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各派出机构风电、太阳能许可容量情况

截至 2021年底，各派出机构辖区对应风电、太阳能许可容

量如图 39所示。从结果可见，风电、太阳能等分布主要受我国

各地域资源禀赋影响，清洁能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因此风

电、太阳能许可容量规模最大的派出机构分别为华北局、西北局

及东北局，达到 75990MW、69304MW及 46829MW，而浙江、

湖南、四川、福建及云南地区装机容量较小，均小于 10000MW。

图 40 近年各类能源类型装机容量变化及清洁能源占比趋势

如图 40 所示，2012 年至 2017 年，发电业务新增持证装机

容量呈上升趋势，至 2017年达到峰值，随后，2019年出现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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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随新能源发电的快速发展，新增持证装机容量不断增长。

截至 2021年底，新增火电持证装机容量占比下降至 32.19%；风

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持证装机容量逐年递增，2021 年新增持

证装机容量已将近 50%，容量将近 75000MW。

（二）助推电力系统支撑和调节能力持续提升

1．抽水蓄能电站快速发展

图 41 抽水蓄能电站历年取证数量及容量变化情况

抽水蓄能电站近 15年取证数量及容量变化情况如图 41所示。

结果显示，自 2006年以来，抽水蓄能电站持证容量历经了三次

增长高峰，分别为 2010年、2016年及 2021年4。自 2004年起，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先后颁布《关于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能源〔2004〕71号）、《国家能源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的通知》（国能新能〔2011〕

242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促进抽水蓄能电站健康有序发

展有关问题的意见》（发改能源〔2014〕2482号）等政策文件，

抽水蓄能电站的功能定位及成本回收方式逐步明晰，有力推动了

4
发电项目取证时间在投产运行后 3 个月内，较工程规划及核准时间有一定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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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蓄能电站的规划布局及投产运行。2021年，随着《抽水蓄

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进一步完善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2021〕

633号）的印发，进一步解决了抽水蓄能电站的成本疏导问题，

明确了未来发展方向，调动了各方积极性，为抽水蓄能电站加快

发展、充分发挥综合效益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2．超期服役发电机组注销和延续工作有序开展

截至 2021年底，达到设计寿命但依然在役运行的持证机组

容量为 31806MW，各年度新增和累计超期服役机组容量如图 42

所示，图中蓝色柱图表示截至前一年的到达设计寿命机组容量，

橙色柱图表示当年到达设计寿命机组容量。

图 42 各年度新增和存量超期服役机组容量

超期服役机组中设计寿命到期时间主要集中在 2013 年至

2021年，期间年均增加 3634MW。

截至 2021 年底，共有超期服役机组 31806MW，火电

15627MW、水电 15631MW、核电 350MW、新能源 198MW。其

中火电、水电占比较大，占超期服役机组总容量的 49.13%和

49.14%，新能源机组超期服役容量较小，仅占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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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期服役机组一般容量较小，在环保、发电效率等指标上低

于新机组，但由于投运时间较长，固定资产已完成回收，其发电

成本低于新投运机组。结合“双碳”目标，以及新能源成为主力能

源后的电网调峰需求，对超期服役机组建议分类施策，对符合产

业政策，经过改造符合安全、环保、能耗要求的机组可以延续运

行，充分发挥其经济性优势。对不符合产业政策，环保排放、运

行参数不达标的机组，及时督促企业办理退役手续并注销电力业

务许可证。

2021年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共注销 177 台达到设计寿命

机组的许可，涉及容量 1601.72MW（其中火电机组 37 台

1414.5MW，水电机组 135 台 154.22MW，其它类型机组 5 台

33MW）；经安全评估，许可 150 台机组延续运行，涉及容量

8191.3MW（其中火电机组 38 台 7312MW，水电机组 46 台

478.7MW，风电机组 29台 39.6MW，核电机组 1台 350MW，其

它类型机组 36台 11MW）。

（三）助力增量配电业务改革稳步推进

截至 2021年底，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增量配电项目数量

为 213 个，包括试点内项目 191 个，占比 89.67%；试点外项目

22个，占比 10.33%。第一批至第五批试点项目合计 459个，其

中，取证试点项目占试点项目比例为 41.61%。各省（区、市）

累计增量配电业务试点取证数量情况如图 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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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2021年累计增量配电业务试点取证数量情况

图 44 增量配电业务各批次试点取证数量占比情况

191个取证的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中，38.22%来源于

第一批试点，20.42%来源于第二批试点，25.13%来源于第三批试

点，14.14%来源于第四批试点，2.09%来源于第五批试点。

2021年，新增持证增量配电项目 36个，全部为试点项目。

其中江苏增加 7个，增加数量最多。各省份情况如图 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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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2021年新增增量配电业务取证数量情况

图 46 各省增量配电业务试点取证数量及取证比例

截至 2021年底，约半数省份试点项目取证比例达到 50%以

上，蒙西、贵州、甘肃等地试点项目取证比例较小。从数量看，

江苏、新疆、广西、河南、湖南、云南、陕西及福建增量配电试

点取证数量超过 10个，较 2020年增加 5个省（区）。

（四）助推电力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增强

1．2021年不同经济性质发电企业占比情况

对持证发电企业按经济性质进行统计，结果如图 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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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持证发电企业按经济性质分布

结果表明，持证发电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较大，民营企业次

之，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占比较少。

将 2020、2021年新持证企业经济性质进行对比，结果如图

48所示。

图 48 2020-2021年不同经济性质发电企业数量变化情况

结果显示，与 2020年相比，2021年国有、港澳台、外资及

其他企业新持证数量均有所增长，其中港澳台、外资及其他企业

数量增长最快，增速为 83%；国有企业数量增长最多，数量为

17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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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年不同经济性质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数量

变化情况

图 49 2020-2021年不同经济性质承装（修、试）企业数量变化情况

2020年、2021年民营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保持高

速增长，在新增持证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分别达 89.03%、

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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