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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点亮能源
引领能源电力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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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况

业务体系

行业交流

发展历程丨企业介绍丨院长致辞丨组织架构
人力资源丨科技成果丨智库产品丨企业资质丨合作伙伴

能源电力规划研究丨全过程工程咨询
大数据应用丨国际合作丨标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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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企业概况

1952
1952 年 12 月，燃料工业部组建新的电业管理总局，
局内设立设计处，具体管理全国电力设计工作。

1975
1975 年 9 月，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规划设计管
理局）成立，直接管理部属电力设计院、勘测设计院，
归口管理全国水利电力系统规划设计业务。

1988
1988 年 11 月，原水利电力部电力规划设计院（电
力规划设计管理局）改称能源部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代部归口管理全国电力规划设计工作。

1993
1993 年 5 月，根据国务院组建电力工业部的方案，
原能源部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改称电力工业部电力规
划设计总院。

1998
1998 年 5 月，根据国务院组建国家电力公司的方案，
原电力工业部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更名为国家电力公
司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2002
2002 年 2 月，国家电力公司拆分重组，
国 家 电 力 公 司 电 力 规 划 设 计 总 院 由 中 国
电 力 工 程 顾 问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直 接 管 理，
与其总部合署办公。

2004
2004 年 3 月，国家电力公司电力规划设计
总院正式更名为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2011
2011 年 9 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由其直接管理。

2014
2014 年 5 月，成立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与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按照“一套人马、两块
牌子”的原则设置组织机构。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952 年成立的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设计处。1975
年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规划设计管理局）成立，之后名称几经变化，先后隶属于水利电力部、
能源部、电力工业部等。1998 年 5 月，根据国务院组建国家电力公司的方案，原电力工业部电力
规划设计总院更名为国家电力公司电力规划设计总院。随后经中央编办批准成为中央直属事业单
位。2002 年隶属于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并与其总部合署办公，2004 年 3 月更名为电力
规划设计总院。2011 年由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直接管理。2014 年成立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
司，并成为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之一。

70年历史积淀



03 04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简称电规总院）是一所具有近 70 年发展历程的国家级高端
咨询机构，是中央编办登记管理的事业单位，主要面向政府部门、金融机构、能源
及电力企业，提供产业政策、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新技术研究以及工程项目的评审、
咨询和技术服务，组织开展科研标准化、信息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工作。

经国家能源局批准，电规总院设有国家电力规划研究中心、全国电力规划实施
监 测 预 警 中 心 、 全 国 新 能 源 消 纳 监 测 预 警 中 心 、 国 家 能 源 科 技 资 源 中 心 、 电 力
规 划 设 计 标 准 化 管 理 中 心 、 电力工程造价发布牵头单位、国家能源局研究咨询基地
等机构。

结合服务于政府、行业的定位和长远发展需要，电规总院提出了“能源智囊、
国家智库”的发展愿景和建设“世界一流的能源智库和国际咨询公司”的战略目标。
近年来先后完成国家“十三五”、“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电力发展规划、能源
国际合作专项研究和雄安新区能源发展规划等重大规划研究，参与国家与地方能源
电力体制改革等重要政策研究，承担能源电力监管的支持性任务，组织落实行业重
大系统性工程，深度参与能源国际合作，为建设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
系提供了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支持。先后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核心智库”、中
央企业智库联盟、“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和中国智库索引来源智库，在上海社
科院《中国智库报告》等权威排名中位列前茅。

2020 年 以 来， 电 规 总 院 为 响 应 国 家“ 碳 中 和、 碳 达 峰 ” 战 略 目 标， 服 务 国 家
能 源 主 管 部 门， 先 后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支 撑 能 源 绿 色 低 碳 转 型 发 展 的 研 究 课 题， 提 出
2030、2060 年 我 国 能 源 消 费、 碳 排 放 的 刚 性 约 束 和 发 展 目 标， 提 出 加 快 构 建 以
新 能 源 为 主 体 的 新 型 电 力 系 统 的 发 展 路 径， 推 行 电 力 系 统 各 环 节 的 数 字 化 升 级 改
造和智慧化调控体系建设。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经被政府有关部门采纳。

电 规 总 院 是 中 国 电 力 规 划 设 计 行 业 的 “ 国 家 队 ” ， 拥 有 一 支 以 全 国 工 程 勘 察
设计大师为学术带头人的高素质专家队伍。近三年，受能源及电力企业、金融机构
等的委托，开展了一百多项企业发展规划、大型流域输电规划、节能环保规划等规
划研究，承担了多项国家电力示范工程、重点工程的牵头设计工作，完成能源电力
工程评审、评估、咨询项目 1700 余项，发电容量超过 5.8 亿千瓦，220 千伏及以上
线路长度超过 7.4 万公里，变电容量超过 4.4 亿千伏安，累计节约投资超过 300 亿元。

电规总院与国际能源署、能源宪章、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
组织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先后合作设立了国际能源署中国联络办公室、联合
国 亚 太 经 社 会（ESCAP） 能 源 互 联 互 通 专 家 工 作 组 中 方 秘 书 处、 中 国 参 与 APEC
能源合作伙伴网络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专家组国内对口单位、中国 - 中东欧国家能源
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中方秘书处、中欧能源技术创新合作办公室等机构，承担相关
工作。先后加入国际能源署洁净煤中心、中日联合委员会，是能源宪章工业咨询委
员会亚太地区主席单位。

未 来， 电 规 总 院 将 以 智 慧 为 核 心， 以 创 新 为 动 力， 努 力 打 造 成 为 世 界 一 流 的
能源智库和国际咨询公司，与各界同仁携手努力，共同推进全球能源向清洁低碳可
持续发展转型，促进人类永续发展。

第 1 部
电力产业规划

2 个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2 个
国家能源局、国际组织下设机构

1700+
评审、评估、咨询项目

5.8亿+       千瓦
发电容量

320亿+       元
累计节约投资

7.4万+      公里
220 千伏及以上线路长度

4.4亿+     千伏安
变电容量

5 位
国家级大师

企业介绍

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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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规总院始终与国家能源电力发展同呼吸、共
命运，长期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帮
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将秉承“科学求实、客观公正、开放创新、
合 作 共 赢 ” 的 核 心 价 值 观， 努 力 打 造 世 界 一 流 的
能源智库和国际咨询公司，为构建绿色低碳、安全
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为国
家和行业的科学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我 们 愿 与 各 界 朋 友 共 享 智 慧， 共 赢 合 作， 携 手
开创美好未来！

与 各 界 朋 友  携 手 开 创 美 好 未 来

院长致辞 组织架构

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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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力规划研究中心：2011 年设立，在国家能源局的领导下，开展电力行业发
展战略、政策和规划研究，电力新技术研究及推广，电力信息收集及分析，电力国际交流与
合作等工作。规划中心下设战略规划、发电、电网、技经、国际、智网、能源、大数据等“七
所一中心”以及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华北、南方等七个区域分中心。

电力规划设计标准化管理中心：2009 年设立，我国能源领域行
业标准化管理机构之一，对电力规划设计相关标准制定工作行使管理职责，
并负责能源行业电力系统规划设计、发电设计、电网设计、火电和电网工程
技术经济专业共 4 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日常管理及标准立项、报批等工作。

全国电力规划实施监测预警中心（全国电力规划实施监测预警
平台）：2019 年设立，在国家能源局指导下，负责国家电力规划实施监测预警平
台的建设、运行、维护工作，支撑电力规划全过程管理。中心设有国民经济和电力需
求、电力供需分析、可再生能源消纳、电网分析、电力经济和电力体制改革与电力市
场等 6 个研究小组。

国家能源科技资源中心（国家能源科技资源平台）:2020 年设立，
在国家能源局的领导下，开展能源科技信息资源收集管理、能源科技评估、重点科技
项目监测、能源科技成果交流合作、科技资源综合展示、成果管理发布等，并结合国
家能源局能源研发创新平台管理、科技创新示范、技术创新规划实施和短板技术装备
攻关等工作需要提供必要支撑。

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全国新能源电力消纳
监测预警平台）：2017 年设立，该平台是公益性、开放式、专业化
的信息平台，建立全面评估新能源消纳利用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和科学
化、常态化的监测预警机制，全面监测全国新能源消纳状况，对未来全
国新能源发展和消纳前景进行系统性研判，实现全国各地区新能源消纳
状况的按月监测、按季评估、按年预警。

电力工程造价发布牵头单位：2013 年设立，负责收集、核实、整理、分析
全国电网、火电、核电等电力工程造价数据资料，每年按要求完成电力工程造价分析和
报告汇总工作，以增强电力工程造价信息透明度，提升造价管理水平，促进电力工业健
康发展。

国家能源局研究咨询基地：2014 年设立，主要任务是受国家
能源局的委托，开展能源战略、规划、政策、法规、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
提出研究报告和建议，以提高国家能源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企业概况

经国家能源局批准，电规总院设有如下机构：

国家电力规划研究中心
华北分中心

东北分中心

华东分中心
西南分中心 华中分中心

南方分中心

西北分中心

钓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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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规总院是人才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咨询机构，现已建立了层次合理的人才梯队。截止 2023 年
底，总院公司本部在职职工 525 人，其中博士 221 人、硕士 227 人、本科 74 人，正高级职称 133 人、
副高级职称 196 人、中级职称 106 人。拥有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4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5 人。
拥有各类注册师 231 人次。高水平、高素质的专家队伍，确立了电规总院的行业权威地位。

5
4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全国工程
勘察设计大师

76%

在 国 家 能 源 主 管
部 门 担 任 行 业 专
家、行业学协会担
任 理 事 和 专 家 委
员会委员等职务

167人次

46%
各类注册师比重

82%
博 士、 硕 士 高 素 质
专家队伍

人力资源

2013 年，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联合发文（人社部发〔2013〕61 号）
批准设立电规总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作站自设立以来，积极引进高水平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原始
创新，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横向合作，成为推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学成果产业化的纽带。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设计大师

2005 年获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8 年被评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主持我国自主设计和制造的首台超临界 600MW 机组设计，主持完
成 300MW CFB 锅炉系统设计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工作，主持多项能
源电力领域政策、规划等重大课题研究，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工程设计金奖、
咨询成果一等奖。

谢秋野

企业概况

2020 年被评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主持参加大批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大型电网工程设计、咨询、评审，
推动并形成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特高压工程设计核心
技术，获得全国优秀工程设计金奖和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荣获全国电
力工程行业“十大年度人物 "。

李喜来

汤蕴琳
1991 年获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4 年被评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参与我国首次引进西方国家电站设备的谈判和电厂设计工作，主持
完成首次引进西方电厂设计技术转让工作。参加我国首台 USC 1000MW
机组的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评审。主持推进 F 级燃机及其联合循环电
站设计技术在我国的应用。

孙 锐
2004 年获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6 年被评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主持开展“大型直接空冷机组国产化”空冷系统等多项国家重要项
目关键设计技术研究工作，主持编制第一批国家太阳能热发电行业标准
和相关技术要求。多次荣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金奖，电力科技进步一等奖，
荣获中国光热发电行业 2017 年度个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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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宣传中国能源发展政策和经验，面向行业各界和社会公众提供能源观点、能源动
态、能源知识等信息，在社会传播中发挥科学引导作用。
•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年度报告）
• 中国电力发展报告（年度报告）
• 中国低碳化发电技术创新发展报告（年度报告）
• 中国电力技术经济发展研究报告（年度报告）
•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报告（年度报告）
• 全国电网技术交流会

智库产品
电规总院是中国能源及电力领域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力量，是“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

能源科技发展规划主要参编单位之一。 

多年来牢牢把握能源科技发展方向，紧密结合工程实践，在智慧能源、新型电力系统、氢能、储能、
高效清洁发电、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核电等领域开展了大量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应用等研究工作，
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能源局重点研究项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青年人才托举计划
项目研究课题。

科技成果

国家优质工程奖金奖（部分）

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一等奖（部分）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部分）

序号      名称       奖项

1          云南至广东 ±800kV 直流输电示范工程   金质奖

2          皖电东送淮南至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  金质奖

3          锦屏 ~ 苏南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金质奖

4          滇西北至广东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金质奖

序号       名称       奖项

1          “十一五”期间投产电力工程项目造价情况      一等奖

2          哈密～郑州 ±800kV 特高压直流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一等奖

3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输电通道研究论证     一等奖

4          我国智能电网发展模式及规划研究       一等奖

5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供暖课题研究         一等奖

6          乌东德电站送电广东广西输电工程 ( 特高压多端直流示范工程 ) 可行性研究   一等奖

7          电力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研究        一等奖

序号      名称       奖项

1          特高压交流输电关键技术、成套设备及工程应用  特等奖

2          特高压 ±800kV 直流输电工程    特等奖

3          电力系统接地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  二等奖

作为“特高压交流输电关键技术、成套
设备及工程应用”“特高压 ±800kV 直流输
电工程”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之一，分别于
2012 年、2017 年荣获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
奖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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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企业概况

企业资质
企业资质资格
序号   名称                            等级        

1          工程设计资质证书                       电力行业甲级

2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          甲级

3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         甲级

4          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证书               甲级

5          测绘资质           甲级

6          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         贰级

高新技术企业及信用认证
序号   名称                                  时间

1          建行信用等级证书（AAA）                 2016-2020 年

2          能建财务公司信用等级（AAA）                                 2017-2018 年

3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018-2020 年

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序号   名称                            时间

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中英文）                       2015 年 9 月

2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中英文）                       2018 年 9 月

3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中英文）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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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电力规划研究
能源领域

为国家能源主管部门提供高端咨询服务，开展了多项能源行业发展战略规
划研究工作，对国家指导能源行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技术支撑作用；服务地方能源
主管部门、能源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在区域能源、智慧能源、智能电网、军事能
源规划等业务领域开展大量规划研究咨询服务。

• 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研究
• 雄安新区综合能源规划研究
•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能源规划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能源治理体系相关重大战略研究
• 地方及企业能源发展规划研究、产业发展规划研究
• 氢能、地热能等能源前沿技术研究、战略规划研究
• 军事能源相关研究咨询
• 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研究

电力领域

为国家和地方制定电力规划提供主要研究支撑，开展全国和地方综合性、行业性电力规划
研究；开展能源电力企业战略、规划、投资策略等研究；开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委托的电力行业
相关评估咨询工作；开展新型电力系统相关的重大战略性、前瞻性领域研究。

• 电力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研究
• 全国电力供需平衡预警研究
• 全国电力规划监测预警研究
• 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研究 
• 清洁能源消纳长效机制研究
• 电力网源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研究
• 大型清洁能源基地一体化外送规划研究
• 三峡集团、国家能源集团等大型能源电力企业发展战略研究
• 储能发展规划研究
•“碳达峰”和“碳中和”背景下电力发展战略研究
• 新型电力系统及其相关创新示范技术规划、设计、推广研究
• 电力发展“十四五”规划研究

政策领域

开展能源及电力领域体制改革研究，参与能源法规、产业政策研究，为政府
科学决策提供研究支撑和咨询建议。接受国家和地方政府委托，对能源政策方案
及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 电力体制改革试点研究
• 电力市场充裕度评估
• 输配电体制改革研究
• 电力市场建设中价格监管规则研究
• 全国电力体制改革进展与成效评估和后评估
•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评估及后评估
• 分布式能源市场化交易机制设计
• 增量配电网技术政策综合评估
• 能源体制改革“十四五”规划
• 储能、火电灵活性改造等调节资源发展配套政策机制研究

业务体系

全国电网格局现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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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展 了 国 家 能 源 局 等 政 府 机 构 及 各 网 、  省 、 地 市 级 电 网 公 司 的 智 能 电 网 规 划 研 究 ；
智慧能源、智慧城市、绿色能源体系规划研究；增量配电网、微电网、能源互联网、电力市场
等项目规划研究；电力系统二次、信息化规划及安稳控制、信息化等专题研究。

覆盖煤炭、石油、天然气、
电力、新能源等各能源品种，为能
源企业、城市、产业园区、金融机
构提供多能互补、综合能源服务、
军民融合等能源项目的规划、方案
研究、产业化开发等服务。

南方电网“十三五”智能电网发展规划研究 延安市新城北区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方案研究

雄安新区综合能源系统设想

鄂尔多斯现代能源经济总体规划

军民融合能源项目

柳州智能制造产业园区可行性研究

张家口低碳奥运专区及绿色能源体系规划

雄安新区
能源规划

限煤控油，以清洁电力为主
Limiting coal & oil, giving 

太阳能光伏和热利用
Utilization of solar power & solar heating

充分利用地热资源
Utilization of geothermal resources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Using wastes as resources

高标准建筑节能
High standard energy saving buildings

应急储备体系
Emergency reserve system

能源供应多元化
Diversified energy supply

能源供应模块化
Modularization of energy supply

可视可运可维的能源基础设施
Energy infrastructure easy to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构建智慧能源系统
Developing smart energy system

能源管理云平台
Cloud platform for energy management

个性化的能源服务
Personalized energy service

技术领先的能源系统
State-of-the-art energy system

城市能源示范模式
Replicable mode for urban energy system

可拓展、可衔接的能源系统
Extensible and adaptable energy system

绿色交通体系
Green transportation system

绿色的能源
GREEN ENERGY

韧性的能源
RESILIENT ENERGY

智慧的能源
SMART ENERGY

未来的能源
FUTURE ENERGY

priority to electricity

业务体系

•
•
•
•

12

3

4

5

6

•
•
•
•

1

3

2

现代能源
产业集群

消
费
体
系

现
代
能
源

供
给
体
系

现
代
能
源

现代能源发展理念

现代能源
经济体系

公平竞争的
优良营商环境

有竞争力的
招才引智体系

活跃宽松的源创新环境

能源电力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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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规总院结合未来工程建设咨询发展趋势，进一步拓展传统咨询评审业务，打造全过程工
程咨询服务新模式，采用“1+N”模式，提供从工程项目管理到项目前期论证、技术研发、设
计协调和造价咨询等全过程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工程项目管理：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业主、咨询和设计单位信息互动和项目统筹管理；提
供施工过程中人员进度、物资、安全等信息管理服务。

项目前期论证：牵头前端研究，从能源电力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企业规划、系
统规划设计、电源接入系统设计、电力系统二次规划等编制、咨询入手，重点论证建设必要性
和总体方案，为工程设计等后续工作和咨询评估奠定基础。

技术研发：发挥专家、技术与人才优势，开展与行业相关科研机构深化研究、推动新技术在
工程中的试点及应用，提升工程建设的安全质量和全寿命周期效益。

设计协调：提供从前期系统方案论证、可研设计、初步设计到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全过程技术
咨询服务，实现对工程技术的精细化管控和问题实时处理，从全周期内提供高质量服务。

造价咨询：对项目前期、勘察设计、招标采购、建设实施、验收投运等项目持续全过程，在
投资风险规避、设计原则协调、关键造价控制和项目经济评价等层面开展造价咨询。

为华能、华电、大唐、国家电投、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中核、中广核等电力投资企业提供
了形式多样的咨询评审服务，咨询范围涵盖括煤电、气电、核电、风电、光伏和光热发电、生
物质发电、垃圾发电、储能、分布式能源、多能互补、智慧能源等各类能源项目，在国内发电
工程咨询评审市场中占有绝大多数份额。

推 动 煤 电 的 低 碳 清 洁 发 展， 完
成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等国家示范
工程的评审或咨询。承担“超超临界
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研发与示范”等
多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
为国家生物质耦合燃煤发电改造试点
项目等提供全面技术支持。

引领新能源发电技术进步，在太阳
能 光 热 等 领 域 处 于 领 跑 地 位， 是 中 国 电
机 工 程 学 会 太 阳 能 热 发 电 专 业 委 员 会 秘
书 处 挂 靠 单 位； 在 风 电、 太 阳 能 光 伏 等
新能源领域拥有大量工程咨询实践。

开展核电设计全过程咨询，提供核电工程项目厂址选择、初步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
初步设计及工程方案专题等全过程咨询评审服务，近年来完成核电工程设计及各类专题评审
120 余项。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 2×100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

青海中控德令哈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

田湾核电站工程

全过程工程咨询

业务体系

全过程咨询“1+N”服务模式

设计
管理

施工
管理

项目
前期
论证

技术
研发

设计
协调

造价
咨询

环水保
管理

工程项目
管理

全过程
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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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kV 晋东南 ~ 南阳 ~ 荆门特高压交流
试验示范工程

锡盟 ~ 胜利 1000kV 交流特高压输变电工程

华龙一号及 AP1000 堆型参考造价指标编制

大唐集团公司太原第二发电厂
七期工程后评价

云南 ~ 广东 ±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程

乌东德电站送电广东广西特高压多端直流输电示范工程

电 网 工 程 设 计 技 术 始 终 保 持 国 内 领 先 地 位， 咨 询 评 审 项 目 覆 盖 交 流 220kV、
330kV、500kV、750kV、1000kV 和 直 流 ±500kV、±660kV、±800kV、±1100kV
各电压等级，在大容量远距离的电力输送、区域电网技术升级、大规模间歇式电源并网
技术、智能化输配电技术等方面引领行业发展。

世界上最早商业化运营的、电压等级
最高的输变电工程，验证了特高压输电的
技术可行性、设备可靠性、运行安全性、
环境友好性。整个工程由三座变电站以及
全长 640km 的单回架空线路连接组成，
设计输送容量 5000MW。电规总院承担该
工程牵头设计、评审、专题研究等工作。
工程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
优质工程金奖、电力行业优秀工程设计一
等奖。

世界上第一个 ±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个特高压直流输
电自主化示范工程。整个工程由两座换流站以及全长 1373km 的架空线路连接组成，
设计输送容量 5000MW。电规总院承担该工程牵头设计、评审、专题研究等工作。工
程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优质工程金奖、电力行业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世 界 上 电 压 等 级 最 高、 输 送 容 量 最 大、 输 送 距 离 最 远、 技 术 难 度 最 大 的 常 规 直
流 和 柔 性 直 流 混 合 直 流 输 电 工 程， 也 是 电 力 行 业 科 技 创 新 示 范 工 程。 工 程 送 电 距 离
1465km， 拟 建 设 一 回 ±800kV、8000MW 特 高 压 多 端 直 流 输 电 工 程， 输 送 容 量 按 云
南送端 8000MW、广东受端 5000MW、广西受端 3000MW 考虑。电规总院承担工程可
研、牵头设计、评审、专题研究等工作。

面向电力工程投资企业提供电力工程投资估算、概算、执行概算、预结算的编制、
评审、技术咨询，经济评价与评价结论评审咨询、电力工程项目后评价等服务；面向能
源电力企业提供造价管理体系建设高端技术支持与咨询服务；向保险、银行等各类金融
机构提供电力工程造价以及经济评价、后评价、保险独立监督人等咨询服务。面向政府
能源主管部门及能源行业开展能源经济及电力市场研究，能源重大产业政策研究工作。

业务体系

全过程工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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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应用
电规总院大数据业务以服务国家科学决策、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为宗旨，聚焦于能

源、电力、科技等方向，致力构建总院特色的大数据体系，深入挖掘大数据价值，加强
与政府、能源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协同协作，服务国家能源电力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先后为国家能源局建立了全国能源监测预警与规划管理平台、全国新能源电力消纳
监测预警平台、全国电力规划实施监测预警平台等系列平台，并通过与 10 余个省市能
源管理部门进行平台对接，初步建立了贯通的能源信息网络，为能源主管部门开展能源
统计监测、能源规划研究、能源决策等工作提供了良好支撑。

电规总院大数据业务将以建设一个数据中心作为核心，支撑能源、电力、科技等方
面的智库建设，逐步形成四个核心应用平台，同步对外发布五大门户网站，构建智能高
效的智库大数据体系。

业务开展情况

业务发展规划

全国新能源电力消纳监测预警平台

业务体系

能  源 电  力 科  技 国  际

电规总院智库大数据中心

全国能源监测与
规划管理系统

国家电力规
划研究中心

门户

电力规划
设计标准网

国家能源科
技资源中心

门户

全国电力规划
实施监测预警

中心门户

全国新能源电
力消纳监测预

警中心门户

国家能源科技 
资源平台

全国电力规划实施
监测预警平台

全国新能源电
力消纳监测预

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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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服务能源国际合作，成为国家能源局能源国际合作最重要的支持单位，承担了大量的合作规
划研究等工作，相关研究成果为政府部门制定合作规划、签署合作协议、协调解决各种问题提供了重
要的决策参考。

开展多样化国际项目咨询服务和海外电力工程项目的咨询评审，为我国的能源企业、金融机构等
投资海外项目、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持。

推动与欧洲创新企业合作，引进推广先进绿色低碳能源技术，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低碳解决方案，
助力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 老挝电力规划
· 菲律宾维萨亚 - 棉兰老 ±350 kV 直流输电工程咨询
· 约旦国家能源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 越南沿海电厂二期 2×600MW 机组工程可行性研究评审
· 巴西美丽山二期 ±800 kV 直流输电工程线路优化

国际合作

合作机构

国际项目

多双边合作研究

能源国际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规划研究

  “一带一路”重点国家电力市场分析研究

     南方电网“一带一路”电力合作规划研究

国际能源署中国联络办公室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能源委员会
能源互联互通专家工作组

中方秘书处

中国参与 APEC 能源合作伙伴网络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专家组国内对口单位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中国 - 中东欧国家能源项目
对话与合作中心中方秘书处

EPPEI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业务体系

中欧能源技术创新合作办公室

中国
-

蒙古
中国

-
老挝

中国
-

越南
中国

-
苏丹

中国
-

上合组织
中国

-
菲律宾

中国
-

巴基斯坦
中国

-
俄罗斯

中国
-

欧盟



27 28

目前，电力规划设计标准化管理中心管理标准 446 项，正在制 / 修订的 108 项。
电力系统规划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的电力系统规划设计行业标准共 80 项，正在制 /

修订的 26 项。
发电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管理的发电设计行业标准共 187 项，正在制 / 修订的 43 项。
电网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管理的电网设计行业标准共 97 项，正在制 / 修订的 26 项。
火电和电网工程技术经济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的火电和电网工程设计、施工、调试、

监理等方面行业标准共 82 项，正在制 / 修订的 13 项。

电力规划设计标准化管理中心及所管理的四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遵循国家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有关方针政策，组织开展行业标准体系研究，组织行业标准编写的培训，组
织开展行业标准大纲和送审稿的审查，报批已完成的行业标准，出版国家能源局已公告
的行业标准，负责相关行业标准的宣贯以及行业标准使用信息的收集和反馈等工作。

电规总院长期负责国家电力规划设计行业的标准编制和管理工作，多年来组织和
承担编制了《大中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100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800kV 
直流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等 200 多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电力系统技术导则 GB/T 38969-2020

电厂标识系统编码标准 GB 50549-2010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所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9-2019

100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 50665-2011

±800kV 直流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 50790-2013 

110kV ～ 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 50545-2010 

电力装置的电气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63-20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 50217-2018 

火力发电厂节能设计规范 GB/T 51106-2015 

工业用水软化除盐设计规范 GB 50109-2014

1000kV 变电站设计规范 GB 50697-2011

太阳能热发电工程经济评价导则 DL/T 5597-2020

智能变电站设计设计技术规定 DL/T 5510-2016

配电网规划设计规程 DL/T 5542-201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3

12

14

标准化管理

标准化成果

编制的国家标准（部分）

业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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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交流

举办 2019 年（第四届）全国电网技术交流会

主办提升中国火电灵活性国际技术
交流会

承办“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成立仪式

承办“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

主办 ACD 亚洲能源安全与转型合作论坛 发布《中国电力发展报告 2018》

举办“能源智囊 国家智库”大讲堂

主 办 IEA《 世 界 能 源 展 望 2018》
中国发布会

主办 2019 年中国 - 中东欧能源合作论坛 承办首届“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论坛发布《2016-2017 年投产电力
工程项目造价情况》

行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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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能源智囊，国家智库

使命
高端咨询助推能源行业发展

战略目标
世界一流的能源智库和国际咨询公司

核心价值观
 科学求实、客观公正、开放创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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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国 北京西城区安德路 65 号
邮编：100120
电话：010-5838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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