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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为了增强北京市能源发展决策的科学性，促进北京市能源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充分利用高等院校能源科研机构和平台，汇聚国内外能源行业的专
家资源和信息资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
有关专家，经全面考察、综合比较和严格评审，于 2006 年 11 月 1 日正式批准
在华北电力大学设立“北京能源发展研究基地”( 以下简称能源基地) ，并于
2007 年 1 月 26 日正式授牌。能源基地作为能源领域全国首家省部级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基地，以国家和北京市能源发展重大理论和能源决策研究为中心，与
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能源管理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紧密配合，为国家和北京市
制定能源战略、能源规划、能源政策和能源法规提供理论研究成果和专家智力
支持。

能源基地以“立足中国能源资源实际，借鉴国外能源发展经验，开展能源
决策研究，服务北京能源发展”为理念，聘请著名能源专家组成能源基地学术
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现由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华北电力大学副校长
杨勇平教授担任主任，由政府决策研究专家、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贸易司唐
元司长、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蔡利民院长、经济与管理学院谭忠富教授、人文
与社会科学学院周凤翱教授等专家担任学术委员。

能源基地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核电管理条例》起草专家组常驻法
律专家、博士生导师周凤翱教授担任主任，由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谭忠富
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由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黄庆业研究员担任执行主任，由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马卫华教授负责战略策划工作。能源基地内设行政管理组、
战略策划组、课题项目组、专家资源组、网络信息组等。依托能源基地成立的
科研机构有: 能源资源环境法律研究中心、能源法研究所、能源教育研究所、
能源信息研究所等。能源基地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由能源领域专家、教授、博
士、研究生组成的善于开拓并勇于创新的科研团队。

能源基地研究领域主要有: ①北京市能源管理研究。包括能源行政管理体
制与决策机制研究、能源规划与能源政策研究、能源产业与能源安全研究等;
②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研究。包括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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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研究，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配套政策及相关立法研究，北京市
农村能源与能源农业特色发展研究等; ③北京市节能管理机制研究。包括节能
政策、节能立法与保障机制研究，国外城市能源节约政策与相关立法经验分析
与借鉴等; ④北京市电力安全保障机制研究。包括北京市电力供需预测方法研
究、北京市电力安全预警机制研究、北京市电力安全应急机制研究、北京市电
力安全调控机制研究等。⑤能源法规、能源政策与能源体制热点问题研究。包
括国际能源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能源法规体系研究、中外能源法比较研
究、中外能源政策比较研究、中外能源体制和能源监管比较研究、能源领域重
大热点问题研究等; ⑥中外能源教育研究、中外能源信息研究等。

2009 年 5 月 20 日，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和市长郭金龙在“坚持自主创新，
振兴北京新能源产业”专题调研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把北京市
建设成新能源研发中心、示范中心、高端制造中心，为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
设提供新能源支撑。这一讲话为北京市能源发展进行战略布局和制定行动纲领
指明了方向。能源基地围绕国家和北京市能源发展的重大问题，组织相关专家
和科研人员进行了深入研究，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批专题研究成
果。这些成果包括: 《中国能源及经济社会发展若干问题研究》《城市能源经济
环境协调发展政策分析模型》《北京市建设新能源中心政策法规研究》《北京市新
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政策与立法研究》《北京能源发展研究 2008 年年度
报告》《北京能源发展研究 2009 年年度报告》《国际能源教育研究》等成果。

现将上述成果组编成学术论丛出版，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为国务院相关部
门、北京市领导及相关部门和其他省市在制定有关能源发展战略、规划、政
策、法规和行动方案时提供参考。

《北京能源发展研究基地学术论丛》编委会
200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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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能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基本物质保障，是现代社会国民经济发展的
重要基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
能、海洋能、核能等非化石能源和可控核聚变能、氢能、燃料电池等新型能
源。开发利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对于北京市增加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
构，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是北京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布局。

为了系统研究北京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政策与立法现状，并
向北京市政府及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专业决策咨询服务，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于 2008 年批准北京能源发展研究基地申报的 “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
生能源开发利用政策与立法研究”课题立项，并列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重点项目，本书就是这一课题的初步研究成果。

全书以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为主线，从政策制定、地方
立法和行政措施三个方面，系统研究了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
综合性政策与立法和不同类型品种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政策与立法。既有
对北京市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全面阐述，又有对现行能源行政管理体制及发展规
划的提炼; 既有对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政策与立法现状的梳
理，又有对我国其他省市现行政策制定和立法经验的借鉴; 既有供北京市制定
新的政策与法规时参考的文本草案，又有对北京市现行政策和法规的修订建
议。全书共分八章:

第一章 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概述。主要研究四个问题:
一是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现状，阐述了北京市的新能源与可再
生能源的资源潜力与规划目标、北京市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水能资源以及
垃圾发电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介绍了北京市建设新能源研发、示范和高端制造
中心的战略布局和北京市新能源产业基地的建设情况。二是北京市新能源与可
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管理体制，分析了北京市人民政府能源管理部门及其各自职
能、北京市各区县能源管理职能部门及其各自职能，并对北京市能源管理体制
进行了简要评析。三是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政策与立法现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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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分别对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政策概况、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
发利用政策概况、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概况以及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
生能源开发利用立法概况进行了研究和梳理。四是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开发利用规划，从《北京市“十一五”时期能源发展及节能规划》《北京市 “十
一五”时期电力发展规划》《北京市 “十一五”时期工业发展规划》和《北京市
能源结构调整规划》中，对这些规划中有关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内容，进行
了梳理，并从现状、指导思想、原则和思路、目标和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分
析。

第二章 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政策与立法建议。主要研究
两大问题: 一是就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提出政策建议，具体
包括建议北京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推
广应用与产业发展的意见》《北京市关于加快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北京市关于加快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配套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北
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发展规划》; 二是就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
能源开发利用提出立法建议，具体包括建议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北京市新
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管理条例》《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电厂并网运
行管理办法》《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电力购售管理办法》和《北京市新能源
与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工程管理办法》。

第三章 北京市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政策与立法建议。主要研究三大问
题: 一是就北京市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提出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建议市政府及
相关部门制定《北京市太阳能规模化利用工作指导意见》《北京市太阳能热水系
统推广应用政策》和《北京市建筑利用太阳能工作指导意见》; 二是就北京市太
阳能资源开发利用提出立法建议，即建议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配套制定《北京市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 三是就北京市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提出相关
的措施建议，如建议制定《北京市“十二五”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专题规划》和
《北京市促进太阳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第四章 北京市风能资源开发利用政策与立法建议。主要提出三个方面的
建议: 一是就北京市风能资源开发利用提出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建议市政府及
相关部门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强风电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北京市关于规范
风能资源监测及评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二是就北京市风能资源开发利用
提出立法建议，如建议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北京市风能资源开发利用管理
办法》和《北京市风力发电项目前期工作管理办法》; 三是就北京市风能资源开
发利用提出措施建议，如建议制定《北京市关于规范风电开发建设秩序的若干
措施》。

第五章 北京市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政策与立法建议。主要提出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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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 一是就北京市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如建议市政
府及相关部门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农村沼气建设的指导意见》; 二是就北京市
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提出立法建议，如建议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北京市沼
气开发利用促进办法》; 三是就北京市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提出措施建议，如
建议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北京市推广使用生物柴油工作方案》。

第六章 北京市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政策与立法建议。主要提出三个方面的
建议: 一是就北京市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如建议市政府及
相关部门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强水能资源和水电开发利用管理的意见》; 二是就
北京市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提出立法建议，如建议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北京
市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管理条例》《北京市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权有偿出让办法》和
《北京市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权出让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三是就北京市水能资
源开发利用提出措施建议，如建议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北京市水能资源开
发利用管理实施方案》。

第七章 北京市地热能资源开发利用政策与立法建议。主要提出三个方面
的建议: 一是就北京市地热能资源开发利用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如建议市政
府及相关部门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强地热水资源管理的指导意见》; 二是就北京
市地热能资源开发利用提出立法建议，如建议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修订《北京市
地热资源管理办法》，制定《北京市地源热泵系统建设及运行管理办法》《北京市
地热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和审查管理办法》《北京市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权出让管理
办法》和《北京市地热从业单位备案管理办法》; 三是就北京市地热能资源开发
利用提出措施建议，如建议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北京市地热利用工程设计
标准》和《北京市地热回灌运行操作规程》。

第八章 北京市农村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政策与立法建议。主要
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就北京市农村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提出相
关的政策建议，如建议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农村新能源与
可再生能源建设的指导意见》; 二是提出立法建议，如建议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制定《北京市农村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管理条例》; 三是提出措施建
议，如建议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北京市农村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工作方案》。

总之，我们在研究中采取直接提供政策与法规参考文本的决策建议方式，
旨在为北京市及相关决策部门提供相关政策与法规的初步草案框架，供其结合
各自职能职责及行政管理的实际进行修改完善。本项研究成果对我国其他直辖
市、省和自治区政府及能源决策部门在制定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政策与地方性
法规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全书由北京能源发展研究基地主任、博士生导师周凤翱教授、基地执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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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黄庆业研究员和基地研究人员赵浩君同志执笔，基地研究人员马卫华教授、
王伟博士、刘玉红博士、曹治国博士、赵军博士、贾江华博士作了大量基础性
研究; 基地博士研究生雷涛，硕士研究生胡彦霞、何楠、黄剑楠、任艳敏参与
了部分研究工作。

由于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收集的资料有限，调研的时间紧促，加之水平和
能力有待提高，书中疏漏乃至错误在所难免，请政府有关部门、行业专家和各
位读者不吝指正。

作 者
200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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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开发利用概述

能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基本物质保障，是现代社会国民经济发展的
重要基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
能、海洋能、核能等非化石能源以及可控核聚变、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燃料电
池、智能电网等新型能源或新能源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对于
北京市增加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环境具有重要作
用，是北京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
施。系统研究北京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政策与立法现状并提出相
应的政策制定与立法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现状

近年来北京市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得到了迅速发展，但
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垃圾发电等方面的开发利用仍有很大的空间，需
要北京市政府加强科学规划、加大政策扶持、加快立法保障，以促进北京市新
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资源潜力与规划目标
北京地区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资源比较丰富，有较丰富的生物质能、太阳

能和一定量的地热能、小水电和风能资源。如太阳能资源，每年日照时数达到
2 600 ～ 3 000 小时，年太阳能辐照量达到 5 600 ～ 6 000 兆焦 /平方米，接受太阳
能辐射总量约合 26 亿吨标准煤。全市风能资源总储量约为 460 万千瓦，可利
用资源量为 60 万千瓦，其中西北部延庆官厅水库地区风能资源较为丰富，可
开发资源量约为 10 万千瓦。小水电资源总量为 12 万千瓦。浅层地热资源可开
发量约 7 000 万平方米，已探明具有开发条件的热田共有 10 个，面积约 760 平
方千米。生物质能主要包括生活垃圾、秸秆、林业废弃物等，资源量约 32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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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1 ) 到 2010 年，北京市具有可再生能源 260 万吨标准煤、液化石油气
( LPG) 和干气等 120 万吨标准煤左右的发展潜力，并将继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
的支持力度，北京市可再生能源供应量还有一定的上浮空间。( 2 )

为了加快推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 《北京市 “十一五”
时期能源发展及节能规划》强调，要按照 “因地制宜、多能互补、重点扶持、
政策配套”的原则，到 2010 年，实现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量 260 万
吨标准煤 /年。其中，新增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达到 200 万吨标准煤，
重点发展地热能、太阳能热利用、生物质能和风能。到 2010 年，可再生能源
年发电量达到 20 亿千瓦时，占全市用电总量 2. 6%左右，新建固体生物质发电
12 万千瓦，改造小水电站 5 万千瓦，延庆风力发电 10 万千瓦。实现可再生能
源供热面积 4 000 万平方米，约占全市总供热面积的 6%，其中地热采暖 500 万
平方米、地源热泵采暖 3 500 万平方米。推广太阳能热水器 540 万平方米，发
展农村户用高效生物质颗粒燃料 10 万吨。( 3 )

同时，《北京市能源结构调整规划》要求，加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利用，不断提高其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 结合实际情况，全面推广应用先进的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并制定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通过各项措施支持，
扶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4 ) 并从科研、开发、应用、推广等方面作了
原则性规定，如要求全市加强高新技术在能源开发、供应、消费领域里的推广
和应用; 加强能源领域里的科研工作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增加能源开发供应
消费中的科技含量，全面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采用热泵、天然气高效利用
技术等，强化节能管理; 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利用新技术对现有用能
设备和工艺进行改造、降低产品单耗; 大力推广节能建筑、节能产品和节能技
术; 要进一步开展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新能源的应用
和推广工作。

二、北京市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
北京每年有 184 天左右的日照时间，年平均日照时数 2 510 小时，太阳能

辐射总量 5. 6 × 106 兆焦 /平方米·年。全市年可接收的太阳能辐射总量约 30 亿
吨标准煤，是现有能源消费总量的 60 倍。

2004 年 9 月，北京市路灯管理中心办公楼、左安门宾馆屋顶安装了太阳能
发电系统，总装机容量 140 千瓦; 2005 年 12 月首都博物馆新馆顶部安装太阳

( 1 )

( 2 )

( 3 )

( 4 )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等: 《2008 北京能源发展研究报告》，第 2 页．
《北京市“十一五”时期能源发展及节能规划》．
《北京市“十一五”时期能源发展及节能规划》．
《北京市能源结构调整规划》．



第一章 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概述 3

能光伏电池板 5 100 平方米，峰值发电 300 千瓦; 2005 年，宣武区广外社区 2
千瓦太阳能电站正式供电，天一黑灯具自动开启，有效寿命为 30 年，可为 30
多盏庭院灯和 10 多盏办公用电设备供电，连续 3 个阴雨天可不间断供电。截
至 2005 年，北京市太阳能热水器保有量 255 万平方米 ( 按集热器面积计算) ，
太阳能温室大棚 27 万亩，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约 700kW，其中 7 座并网
发电系统装机总容量 640kW; 太阳能路灯、庭院灯、杀虫灯、草坪灯、指示牌
等 60kW。北京 2008 奥运会将建成多个 50kW ～ 150kW 的光伏发电系统，场馆
周围 80%的路灯以及部分场馆的照明与空调将利用太阳能电池供电，太阳能发
电总量将超过悉尼奥运会。
《北京市“十一五”时期能源发展及节能规划》提出，到 2010 年实现新能

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量 260 万吨标准煤 /年，其中，新增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利用规模达到 200 万吨标准煤，今后北京将重点发展太阳能。( 1 )

三、北京市风能资源的开发利用
北京周边地区有着丰富的可供开发利用的风能，如内蒙探明的有开发前景

的风电可装机量有 1 亿千瓦，截至 2005 年，内蒙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165 740kW，居全国第二位，已建成了 6 个风电场。河北省 2005 年风电装机容
量在全国排第七，达到 108 250kW，建成了 5 个风电场。北京周边地区风电场
总数量达到 11 个，风电总装机容量实现 273 990kW，其中，河北 143 台，装机
108 250kW; 内蒙 260 台，装机 165 740 kW。

北京地区拥有距市区约 80 千米的官厅风电场，设计总装机容量为 40 万千
瓦。预计到 2007 年底，一期工程完成装机 5 万千瓦; 二期工程将于 2010 年前
完成，装机容量达到 10 万千瓦。该电厂每年发电时间至少是 2 200 小时，到
2007 年底，官厅风力发电厂发电量将能够达到 2 亿千瓦时，占京津唐地区供电
总量的 8%。

北京提出了 2008 年的“绿色奥运”，宗旨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将北京
奥运会办成环保典范。根据《北京奥运电力行动计划》，届时奥运会场馆将使用
20%的绿色能源。北京“十一五”计划加快推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
用，按照“因地制宜、多能互补、重点扶持、政策配套”的原则，到 2010 年，
实现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量 260 万吨标准煤 /年。其中，新增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达到 200 万吨标准煤，重点发展风能以及地热能、太阳

( 1 )谭忠富、张锋、于超、陈广娟． 北京能源发展研究报告 2007 ［M］，同心出版社，
2007∶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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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热利用、生物质能。( 1 )

四、北京市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
北京市地处海河流域，是一座人口密集、水资源短缺的特大城市，人均水

资源占有量约 285 立方米，只有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 1 /7; 世界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的 1 /30。在世界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首都及主要城市中，北京的人
均水资源占有量居百位之后，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 1 000 立方米的下限。
而且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水污染状况相当严峻。

北京市的水资源由入境地表水、境内地表水和地下水组成。地表水和地下
水主要靠降雨补给。北京市平均年降水量为 640 毫米左右，一般干旱年景的降
水量在 500 毫米以下，特别干旱的年份在 300 毫米以下。北京的湖泊都很小，
水量有限，所以地表水主要来自河水和人工修建的水库。北京境内有大小河流
100 多条，分属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大清河和蓟运河五大河系总长 2700
公里，同属海河水系，共有大、中、小型水库 84 座，总库容 72 亿立方米。

北京在平水年可利用的水资源为 47. 6 亿立方，其中地表水 24 亿立方米，
地下水 3. 6 亿立方米，偏枯年可利用的水资源为 40. 48 亿立方米，枯水年仅为
32. 96 亿立方米。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的发展，北京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幢幢
高楼拔地而起，一片片住宅小区交付使用，一座座宾馆饭店竣工迎客，城市用
水量大幅度增加。目前，北京的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总需水量已
经大大超过可利用的水资源，北京已面临水源枯竭的威胁。

北京市区的自来水供应量为 245 万立方米 /日，其中有 7 座自来水厂利用地
下水作为水源，有 2 座利用地表水作为水源，其供水能力约各占 50%。密云、
怀柔水库是供应城市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包括城市饮用水) 。密云水库是一座
特大型水库，上游流域面积为 1. 58 万平方千米，库区总面积 224 平方千米，总
库容 43. 75 亿立方米，相应水面面积约 188 平方千米。1958 年修建密云水库
时，其主要功能是防洪、发电和灌溉。由于北京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人口迅
速增加，而作为主要饮用水源的地下水因过量开采，水位逐年下降，自 1985
年已不得不开始饮用地面水。目前，密云水库承担了供应城市生活用水一半的
任务，已成为北京的重要饮用水源。

鉴于以上实际情况，在水电站建设方面北京适合开发抽水蓄能水电站。对
于北京来说，抽水蓄能水电站不仅可为其提供保安电源，同时还有另外的意
义: 利用建成的水库为北京市提供水资源。

近年来，受水资源限制，北京地区水电站建设处于停滞状态，其水电装机

( 1 )谭忠富、张锋、于超、陈广娟． 北京能源发展研究报告 2007 ［M］，同心出版社，
2007∶ 69．



第一章 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概述 5

容量稳中有降，1995 ～ 2005 年北京来水电装机容量的增长状况为: 1995 年装
机容量为 27. 09 万千瓦; 1996 年装机容量为 66. 96 万千瓦; 1997 年装机容量为
106. 96 万千瓦; 1998 年装机容量为 106. 96 万千瓦; 1999 年装机容量为 105. 81
万千瓦; 2000 年装机容量为 105. 81 万千瓦; 2001 年装机容量为 105. 81 万千
瓦; 2002 年装机容量为 105. 81 万千瓦; 2003 年装机容量为 105. 81 万千瓦;
2004 年装机容量为 105. 59 万千瓦; 2005 年装机容量为 105. 34 万千瓦。由此可
知，1995 年到 1997 年北京地区水电装机容量急剧增加，但是 1997 年以后随着
部分水电机组退出运行，装机容量略微呈下降趋势。北京的水电机组主要用于
应急、备用，只有在急需时才开机发电。

2004 年，北京地区水电机组生产情况为: 水电年末发电设备容量为
1 025 040千瓦，其中，十三陵蓄能电厂为 800 000 千瓦; 京西下马岭水电厂为
65 000 千瓦; 京西下苇甸水电厂为 30 000 千瓦; 京西公司官厅水电站为 30 000
千瓦; 京西公司模式口水电站为 6 000 千瓦; 密云水电厂为 82 000 千瓦。水电
平均可调出力为 976 312. 08 千瓦，其中，十三陵蓄能电厂为 800 000 千瓦; 京
西下马岭水电厂为 42 857. 14 千瓦; 京西下苇甸水电厂为 19 780. 22 千瓦; 京西
公司官厅水电站为 19 780. 22 千瓦; 京西公司模式口水电站为 3 956. 04 千瓦;
密云水电厂为 82 000 千瓦。水电发电量为 32 174. 6 万千瓦时，其中，十三陵蓄
能电厂为 30 662 万千瓦时; 京西下马岭水电厂为 402 万千瓦时; 京西下苇甸水
电厂为 175 万千瓦时; 京西公司官厅水电站为 104 万千瓦时; 京西公司模式口
水电站相关资料不详; 密云水电厂为 831. 6 万千瓦时。水电发电厂用电率为
1. 93%，其中，十三陵蓄能电厂为 1. 81% ; 京西下马岭水电厂为 2. 74% ; 京西
下苇甸水电厂为 1. 14% ; 京西公司官厅水电站为 0. 25% ; 京西公司模式口水电
站相关资料不详; 密云水电厂为 6. 42%。水电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330 小
时，其中，十三陵蓄能电厂为 383 小时; 京西下马岭水电厂为 94 小时; 京西下
苇甸水电厂为 88 小时; 京西公司官厅水电站为 53 小时; 京西公司模式口水电
站相关资料不详; 密云水电厂为 101 小时。

2005 年北京地区水电机组生产情况为: 水电年末发电设备容量为 800 000
千瓦，其中，十三陵蓄能电厂为 65 000 千瓦; 京西下马岭水电厂为 30 000 千
瓦; 京西下苇甸水电厂为 30 000 千瓦; 京西公司官厅水电站为 6 000 千瓦; 京
西公司模式口水电站为 82 000 千瓦; 密云水电厂为 12 040 千瓦。水电发电量为
33 479 万千瓦时，其中，十三陵蓄能电厂为 3 606 万千瓦时; 京西下马岭水电
厂为 1 249 万千瓦时; 京西下苇甸水电厂为 966 万千瓦时; 京西公司官厅水电
站相关资料不详; 京西公司模式口水电站为 587 万千瓦时; 密云水电厂为 208
万千瓦时。水电发电厂用电率为 1. 13%，其中，十三陵蓄能电厂为 0. 78% ; 京
西下马岭水电厂为 0. 80% ; 京西下苇甸水电厂为 0. 97% ; 京西公司官厅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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