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加快电动汽车

充电网络建设，累计投资1.7亿元

建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端口

1070个、集中式换电站3座，加快

推动新能源汽车普及；积极落实海

南港口岸电建设实施方案，建设三

亚凤凰岛、东方八所等港口岸电项

目，“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电能替

代电量约23亿千瓦时，减排二氧

化碳约70万吨。到2020年，电能

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8%，较

2015年提升5个百分点。

电力市场和能源技术高质量

发展。协助组建海南电力交易中

心，不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机

制，促进清洁电力消纳，“十三五”

期间实现清洁电力交易13亿千瓦

时。稳步推进调峰调频辅助服务

市场建设，推动核电、气电等各类

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系统调节，成为

南方区域第二个启动结算试运行

的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助推清洁能

源开发利用。建成数字电网平台，

支撑公司在能源生态中发挥引导

作用，支持整个能源生态数字化、

智能化高效运转。积极推动电网

“装备智能化、运行智慧化”转型升

级，为坚强电网提供有力支撑，建

成数字孪生变电站试点工程。积

极创建智能电网国家重点实验室。

建成国内领先的智能海岛微电网，

实现远海孤岛的电力可靠供应和

清洁发展。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

窗口期，海南电网要积极落实“四

个革命、一个合作”（“四个革命”：

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

源消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

多元供给体系，推动能源技术革

命、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源体制

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一个

合作”：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

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能源安全新

战略，坚持协同推进、创新引领、稳

中求进、市场导向原则，力争率先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到2025年全面建成全国首

个智能电网综合示范省，推动实现

光伏、海上风电等新能源新增装机

52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由

2020年的 67% 提升至 80% 以上，

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由2020年的

50%提升至70%以上。大力推动

海南能源电力行业早达峰、先达

峰，海南电网将重点做好五个方面

工作：

一是大力支持清洁能源发展，

推进能源供给结构转型。加大对

光伏、海上风电等新能源发展的支

持力度，推动新能源开发与电网统

一规划、统筹建设，促进网源协调

发展，简化新能源并网流程，“十四

五”期间推动海南新能源新增装机

520 万千瓦左右，其中海上风电

120万千瓦、光伏400万千瓦。安

全稳妥推进核电建设，加快构建

500千伏坚强主网架，实现全省主

网电压升级，满足昌江核电二期百

万机组电力送出需求，到2030年

核电装机达到383万千瓦，较2020

年新增 253万千瓦。持续提升系

统调节能力，有序推进一批调峰气

电项目投产，深度挖掘各类机组调

峰潜力，加强核电机组参与调峰管

理，大幅提升系统新能源消纳能

力。加快推进储能技术规模化应

用，电源侧推进“光伏+储能”“风

电+储能”等储能与新能源互补发

展模式，电网侧推进储能调峰调频

应用，用户侧推动储能实现负荷削

峰填谷，支持第三方市场主体通过

商业模式创新汇聚电动汽车参与

储能服务。

二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服务

能源消费方式变革。推动构建绿

色交通体系，加快推动陵水黎安多

站融合示范项目建设，积极探索

5G+无人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到

2025年推动全省建成充电桩33.7

万个、公共充换电站430座。提高

电气化比例，多措并举推进工农业

生产、交通、居民生活等领域电能

替代，推广港口岸电、空港陆电、油

机改电技术，在汽车运输领域推广

以电代油，大力推动智慧能源城市

发展，推广智能楼宇、智能家居、智

能家电，“十四五”期间全省电能替

代电量累计达40亿千瓦时。积极

推进综合能源服务，加快推进微网

建设，推动分布式能源、电热冷多

联产等能源发展与综合利用，支持

在全省11个重点园区、海口免税

城、三亚新机场等重点区域建设分

布式天然气综合能源站，实现多能

协同供应和能源综合梯级利用，积

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节能服

务等市场化机制和新型商业模式。

到2025年建成一批综合能源示范

项目，实现多种能源互补运行。加

强电力需求侧管理，配合政府建立

“十四五”打造新型电力系统，
全力服务海南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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