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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背景下围绕用能清洁化与电能输送配给能力，有望加速推进

“组合式清洁能源基地与特高压配套建设”的开发形式，带动特高压板块

的新一轮发展，建议围绕特高压板块行情的三阶段理论和优选核心站内设

备龙头逻辑布局相关标的。 

“双碳”背景下电网跨区域输送能力需不断提升。围绕“双碳”目标

推进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预计将成为未来中长期我国能源体系变革的主

要路径，其主要矛盾包括：1）电能替代背景下的用电量持续增长；2）电

源装机持续增长与高比例可再生资源接入的协调；3）我国居民侧、工商业

用电区域的集群化、核心化趋势。以上对“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中的电

网输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网大型跨区域输送通道建设从满足电力

清洁化发展和社会生产生活需求等出发，建设的迫切性和长期空间不断提

升。因此，我国新一轮大规模特高压建设的产业和政策预期不断提升。 

各省份电力供需平衡趋紧，电网跨区域输送能力仍需提升。“十三五”

以来我国能源消耗大省和电力生产大省定位清晰，依托电网跨区域输送输

送能力和分布式建设，各省份区间内电力供需平衡得以压控，但近两年制

造业的持续高景气、上游供给压力和冬季峰值提升均导致供需平衡趋紧，

部分省份出现由正转负的情况；电力富余省份仍存在直接外输或区域内调

配的需求，预计电网跨区域输送能力仍需继续提升。 

组合式清洁能源基地与特高压配套建设：有望助力解决用能清洁化并

联通能源基地与负荷中心。电力系统发展当前面临的“有效电源”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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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差异”两大难点，可以通过打造“风光+调峰水/火”的能源大基地以解

决电源的系统友好性问题，并且可通过配套特高压工程以保证大容量外送

——青海海南州清洁能源基地与青海-河南特高压直流工程已打造成功范

例。考虑到国家电网目前在手储备拟纳入电力规划的特高压线路，地方发

改委亦储备大量能源基地及外送通道计划，上述模式有望在“十四五”期

间重点满足“双碳”发展需求并有望带动特高压板块的新一轮发展。 

风险因素：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不及预期，特高压建设体量不及预期，

特高压核准招标节奏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 

投资策略。继续建议围绕特高压板块行情的三阶段理论和优选核心站

内设备龙头逻辑布局相关标的——从产业逻辑和政策预期来看，未来“能

源大基地+特高压外输”的模式有望得到推广，特高压的持续建设空间进一

步开启，目前属于特高压相关规划的预期阶段，建议重点关注；从标的选

择维度看，建议优选毛利率较高、行业集中度较高、份额较为稳定的站内

设备龙头企业，重点推荐国电南瑞、许继电气、特变电工，建议关注中国

西电、思源电气、平高电气等。维持行业“强于大市”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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