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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

《华北电力工业历史大事)) (1949~2006) 

编篡

一、 《华北电力工业历史大事》 是 {华北电力工业志》 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华北电力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使读

者对新中国华北电力工业的发展历史有个概要和整体的了解，是具有权威性、

资料性的书籍。

二、记述内容，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主线，兼述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的变

革。 对历次政治运动和电业有关的政治性事件，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记

述。

三、记述时限，上限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下限截至 2006

年 。

四、本书为编年体，按年、时序排列，但其中少数条目采取了纪事本末体

的办法，对事件始末一并作了叙述。

五、编篡规范、记述文体、数字用法、历时纪年、计量单位等，均按国家

技术监督局 1995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和 《 中国

电力工业志行文规范》 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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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电力工业发展历史简介

华北地区(简称华北)位于中国北方，地域含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 全地区面积 146 . 78 万平方公里，人口1. 48 亿，分别占全国陆地面积和总

人口的 1~. 29%和 10.65% 。 华北东临渤海，西拥太行和吕梁山脉，东南居华北大平原，

北处内蒙古千里草原，资源丰富，交通方便;东北部与东北重工业基地相连，西部与大西

北广袤的能源基地为邻，南接物产丰富、经济较发达的华中地区和山东省。 华北是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要地。

北京市是世界名城，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古都。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中

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国际交往中心，也是中国具有较高水平的综合性产业城市。 天津市

是中央直辖市，是首都的门户，史称"津门"是中国北方的海陆交通枢纽和海洋化工、

轻工、纺织等综合性工业基地。 河北省、 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的煤炭、钢铁基

地，机械制造、轻工、纺织和农牧业也很发达。 华北电力工业，以保证首都政治用电需要

为特殊使命，以满足全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用电需

求为宗旨 。

华北的煤炭储量丰富，且埋藏浅、发热量高、含硫少、灰分低。 到 2002 年，已探明

的储量为 4713 亿吨。 其中，山西省的煤炭储量和年产量居全国的首位，内蒙古自治区和

河北省的煤炭储量也居全国的前列 。 河北省中部、东部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很丰富，到

1999 年己探明石油储量为 17 亿吨，天然气储量为 4000 亿立方米 。 华北风能资源以内蒙古

最丰富，居全国之首。 从阴山山脉以北到大兴安岭以西，绵延 2000 多公里的广大地区，

都属风能丰富和较丰富区，稳定度高，品质好， 有效风速持续时间长，风中元盐雾和腐蚀

性物质，是全国面积最大的风能富区，便于利用 。 内蒙古自治区风能总贮量约 10. 1 亿千

瓦，其中可开发利用的为1. 01 亿千瓦。 这些都是华北发展火力发电(简称火电)和风力

发电(简称风电)的良好资源条件。 华北地处黄河和海河水系，受季节性降雨量影响，各

地降雨量悬殊，属少水地区。 水力发电(简称水电)资源蕴藏量为 1230 万千瓦，仅占全

国水电蕴藏总量的1. 8% 。 缺水是制约电力建设的重要自然因素之一。 华北的能源呈"西

煤东油"和"西风东气"分布，这为在各大中城市负荷中心建设路口、港口电厂和在山

西、内蒙古建设火电基地，构成以火电为主、"西电东送"的电力发展战略奠定了资源基

础，是建设跨省(市、自治区)的大型电网，实现电力、电量互济，优势互补，共兴华北

电力工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华北电力工业

(一)清光绪十四年，津京初装发电机(1888~1900 年)

人类在发展进程中，对能源的利用不断开拓前进。 继 17 世纪广泛利用蒸汽机后， 18 

世纪发明了电能， 19 世纪中叶，制成了可以实际应用的发电机。从 19 世纪末开始，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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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得到了迅猛发膜。中国最早使用电能是 1882 年(清光绪八年) 7 月 26 日，英国商人

开办的上海电光公司所属的乍浦路电灯厂开始发电，这是中国土地上正式发电的第一座电

厂。在这康发电厂发电眉第 6 年，津京开始办电，并在华北最早使用电力。

清光绪十四年 (1888 年)夏天，天津德商世罔洋行在伦敬胳(今泰安道〉维多利亚

公回前开办的城毛加工厂安嚷了 1 台小型直流发电机，除供本厂照明外还向邻近的荷兰领

事馆提供照明用电。

问年 12 月，清政府工部为修辈革北京四苑(今中南海) .在仪鉴殿(今怀仁堂)西墙外

安装容置为 20 马力(约 15 千瓦)的发电机 1 台，成立四苑电灯公所，供清宫廷照明用

电。此外，清朝军机处神机营机器制造局，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 年)在河北开设龙烟

铁矿，要靠自备电厂，街景 20 千瓦，用于照明。嗣店，清光绪十六年(1890 年) ，清官路在

顺和因资提 1 台 20 冯力(约 15 千瓦)直流发电机组，成立顺和回电灯公所. f共园内照明

用电。精光绪二十年 0894 年)在闸北北宁铁路矿山工广内安装 1 台 40 千瓦直流发电机

组。清光绪二十六年 0900 年) ，帝国主义列强纠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帝国主义侵

略者把刚刚兴建的酣苑及颐和园两靡电灯公所的发电机器和电灯设施全部锻坏。

(二)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民族资本办电起步 0901--1911 年)

清光绪工十六年 (1900 年)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随着炮火而来的是假济侵略，帝

罔主义列强在华北…些城市办了一批电厂，早期的中回民族资本家也开始办电。这一时期

的电广都是小容盘机组，多数是以燕内机作功力。

精光绪二十六年 0900 年) .法草占领天津塘沽镇，在塘油装设发电机及安装电灯，

供军用。清光绪工十八年 0902 年) ，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在法国桥(今解放桥)旁建立了

发电厂，是华北地区第一座营业性电厂(后迁至法租界 26 号路)。

驻北京外国使团为了解决东交民巷特区内的使馆用电，清光绪二十九年 0903 年)

在台基厂三条建立电厂，至清光绪豆十五年 0909 年)总容量为 390 马力(约 300 千瓦)。

由英商柏林公司经臂的开平矿务有限公词于清光绪二十九年 0903 年)在唐山煤矿

建发电厂，共 15 台锅炉. 3 台 1040 千瓦蒸汽发电机组，以 25 赫交流电向矿区供电，该厂

总容量 3120 千瓦，是当时华北最大的发电厂。

这一时期，清朝宫廷用电也有增加，清光绪王十三年 (1907 年) ，慈禧又要求西苑电

灯公所"在本年内为宁寿宵(今故宫东路)安装电灯，在紫禁城内采择房间安装机器"，

成立宁寿宫电灯处。为{薛西苑和顺和困(钮括电灯设在♀在内) ，靠借外债补经费之不足，

密令各省海关送钱。葱禧从西安返回北京后，仍常住颐和因，当时因内电灯巳遭破坏，太

子少保、前工部左传郎盛宜怀为讨慈禧欢心，筹银 12 万两，向德国荣华洋行订购电灯设

备，分别安装在西苑和颐和园，清光绪二十九年 0903 年)十二月，这批电灯(钮括发

电设备)安装完单。现在顺和国乐寿棠内悬挂的破璃吊灯，就是当年膳宽怀等购置的

电灯。

在世界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中国民族资本在萌芽时期已经把注意力投向电力

业。经清政府批准，清朝原官~史腹背(康侠)、蒋式理(性甫)、冯恕、(公度)在清光绪

三十一年 0905 年)创办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词，在前门西}I阪城街 26 号(今前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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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 41 号)建电厂，…期工程为五台蒸汽发电机组及两台锅炉，机组总容量 300 千瓦，

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十月发电，靖宜统二年(1910 年)又扩建两台锅炉和两台

330 千瓦发电机组，问年义安装一台 75 千瓦发电机组，全厂总容最为 1035 千瓦，是当时

中回民族资本开办的最大电厂。

清光绪5十四年 (1908 年) ，山西省商会会长刘鸳敬在太原市成立太原电灯公司，在

太原城内南尚墙(现山西省电力工业周院内)安装了一台 60 千瓦熬汽机直流发电机，供

城内部分主要街道的商业照明用电。

这…时期，作为华北主要口岸的天津，列强分割，租界林立，帝国主义国家官方和商

人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为了赚钱和供自己事用，先后办起了一批电力企业，除前述法租

界电厂外，还有比利时、英阔、日本、德国等租界建立的小鬼g:电厂、万顿路]交流发电

厂、德租界直流发电广、比商电灯电卒公司、日租界电灯房、法商电灯公司。与此同时，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 ，中国在天津第一个供电组织~…天障工业组合(即天津工业

工会) ，经日本当局特许，在日租界开办了配电业务。华北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还没有电

力。豆豆、津、唐、井(太原)四市出现了孤立的配电电闷。

这期间，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电力工业这门新兴工业，毫无管理

经脸，再加上帝国主义加紧对华资本输出，竞争异常激烈，因此有的电厂亏赔殆尽，不得

不关厂停业，戒被外资企业兼并，到清宽统二三年(1911 年) ，华~t民族资本电力工业只剩

下京师华商等几家较大企业。这就是华北电力工业从清光绪十四年 (1888 年)开始到清

宜统三年(1911 年)辛亥革命前所经历的创始阶段。

(三)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电力工业有了发展 (1912'"'-'1937 年)

清宜统三年(1911 年)辛亥革命的胜利，为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民

国 3 年(1914 年) .以英、德为首的两大帝国主义为熏新瓜分世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主要帝国主义困家忙于战争，也为中国民族电力工业发展提供了机会，官僚和民族资

中家兴办的电力事业有了…定发展，华北开始出现中翻中应汽轮发电机组。这一时期主要

特点为:

1.大城市的公用电力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民国元年(1912 年) .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在前门西城根又扩建两台 1000 千瓦

汽轮发电机，使该厂七台机组总容量达到 3075 千瓦。民国 8 年(1919 年) 8 月，该公司

在京丽广宁坟村开始兴建石景山发电分厂，首期工程于民回 10 年 (1921 年) 10 月发电。

民阔 11 年(1922 年) 2 月以 33 千伏电压向北京城区和南郊送电，这是华北地区首次出现

33 千伏输电线路和电网。该广以后又四次增装机组，到民罔 25 年(1936 年) 7 月，有嫌

山发电分广装机容量达到 3. 233 万千瓦，成为当时华北最大的发电广。

2. 一批中小城市扩建和新建了公用电力事业

民回四年(1915 年) ，俄商西米诺夫在海拉尔建立发电所(135 千瓦) .后为中国人购

买，改名为广倚电灯公司。民罔 6 年(1917 年) ，保定电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民国

10 年(1921 年)投产时容量为 175 千瓦。天津商人施样甫、芦雨生在张家口开办了华拍

电灯股份有限公词，民国 7 年(1918 年)发电时装机容盘 98 千瓦。民国 7 年(191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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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热河电灯公司(设在承德)、遇州电灯公词(初期 75 千瓦直流〉、山海关电灯公词

(初期 65 千瓦直流)。民国 8 年 0919 年) ，在天津芮台成立企业电灯公司 000 千瓦)。

民国 9 年 0920 年) ，在河北昌黎成立自明电灯公司 (50 千瓦)、在太原北门外建立回北

电气厂 (260 千瓦) ;日本商人三元作一在赤峰投资建设电灯工厂 010 马力) ，于民阔 15

年(1926 年)发电。

到民国 9 年(1920 年) ，华北的平、津、冀、晋、内蒙古有了初期的公用电力事业，

此后，各地又相继开办了一批公用电力事业，其中有 t 民国 11 年(1922 年) ，山西太谷问

记电灯公词 (75 千瓦) ;民国 12 年 0923 年) ，天津杨柳青青城电灯公司 000 千瓦) ;民

国 13 年(1924 年) ，天津大沽德记电灯公司(13 千瓦直流)、山西大同义记电灯公司 (65

千瓦)、忻县电灯公司 (25 千瓦) ;民国 14 年 .(1925 年) ，山回榆次魏榆电气公司 (48 千

瓦)、河北顺德(邢台)电厂 028 千瓦h 民阔 18 年 (1929 年) ，秦泉岛秦榆电灯公司

(54 千瓦) ;同年，由当地绅商合资只办了包头绥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剖和包头电灯固粉股

份有限公司，装机辛辛撞共 500 千瓦，内蒙古四部开始有了电力;民国 19 年(1930 年) ，天

津芦台济光电气公词 (75 千瓦) ;民国 20 年 0931 年)闸北沧县昌明电灯公司(172 千

瓦) ;民国 21 年(1932 年) ，山西1i.台四汇电厂 (96 千瓦)、河~t泊镇电广 025 千瓦) ; 

民回 23 年(1934 年) ，河北谏县新明电灯公司 (75 千瓦) ;民国 24 年 0935 年) ，天津芦

台芦汉电业公司 (70 千伏·安)。

这一时期，秦盛岛、山海关、拉戴河一带建电厂较多。民国 18 年 0929 年)缭榆电

灯公词成立时，拜谏矿务周已在秦皇岛建有 60 千瓦发电机 1 命，民国 19 年 0930 年)义

建成两台 110 千瓦机组，自民国 20 年 0931 年) 1 月 1 日起对外供电;山梅关地区在民

国 20 年 0931 年)前，铁路系统已有两台直流发电机 (41. 4 千瓦) ;民国 20 年 0931

年) 10 月 29 日经日本山海关驻军提议，由满铁附属公司膏口水道电气株式会社纠集中日

商人开办山海关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安装 150 千瓦柴油发电机 1 台，于民国 23 年 0934

年) 7 月 1 日向关内外供电;满洲电业并在秦榆电灯公词后，由长春拆来 500 千瓦机组 1

台及两台锅炉;夏季休假地北戴河海演自民国 23 年 0934 年)趟，由北于铁路电广(交

流 30 千瓦、直流 16.5 千瓦各 1 台)供电。

据统计，到民国 26 年(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华北公用电力事业共约 35 个单

位，发电设备容量约 3.8844 万千瓦，其中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容最最大，占

华北公用电力事业单位所属电厂辗机总容最的 86% 。

3. 随着工业和交通事业的发展，华北各地一些工业交通企业相继建立自备电厂

民国 10 年 0921 年)成立北京电牢公司，民国 17 年 0928 年)该公司建成通州发

电厂，安装 750 千瓦机组两台和 1500 千瓦机组…台，并以 33 千伏线路送至崇文门变电

站，民国 22 年 0933 年)向通州电灯公司售电，民回 23 年、(1934 年) 4 月正式向华商电

灯公司售电。门头沟中英煤矿在民国 18 年(1929 年)前已建立自备电厂。

民国 9 年 0920 年)天津北洋妙厂、惊源妙厂、裕大钞厂建成自备电厂。民国 10 年

(1921 年)华新钞厂、格元发l、厂、 3夜成纱厂、塘油永利化工厂建成自备电厂。据民国 23 年

(1934 年)统计，天津自备电厂装机容量已达 14000 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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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工十年(1894 年)闸北庸山机车车辆厂建成自备电广;唐山启新洋灰厂于民

国元年(1912 年)建成自备电厂;开谏林四矿和马家沟矿也在民国 4 年 (1915 年)前后

各建成 1 座自备电厂;民族资本家徐荣廷在民国 9 年(1922 年)建成石家庄大兴纱厂自备

电厂，当年装机 1000 千瓦，民国 17 年(1928 年)增装 1 台 1500 千瓦机组;秦泉冉柳江

煤矿于民国 16 年(1927 年)建成自备电厂;开课煤矿民闹 19 年(1930 年)在秦男生岛建

设了电厂。

民国 8 年(1919 年)山西阳泉保晋铁工厂建成电灯处 F 民国 10 年 0921 年)桦县染

织广建成自备电广;民国 12 年(1923 年)大问面粉公司建成自备电厂;民国 13 年(1924

年)榆次普华纱织厂建成自备电厂;民国 16 年(1927 年)新缔纺织广建成自备电厂;民

罔 18 年(1929 年)临扮面粉厂建成自备电厂;民国 22 年(1933 年)太原兰村造纸厂建

成自备电厂 F 民国 22 年(1933 年)大同酒精厂建成自街电厂;民罔 26 年 (1937 年)太

原古城钢铁厂建成自备电厂。其中以太原古城钢铁厂自备电厂最大，容盘为 1 万千瓦，是

当时山西最大的电厂，也是华~t第二大电厂。

到民国 26 年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据统计，华北地区共有电厂 59 座，其中较

大的自备电广 24 座。

(四)日军侵华"以战养战"，也力资源被掠夺性开发(1938~1945 年)

民周 26 年(1937 年) "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日本侵略者为了

"以战养战"，加紧对华北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以支持侵略战争，华北电力工业有了一定发

展，出现了一批中温中压机组，开始形成区域性电闷。

早应民国 20 年(1931 年)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和热阅后，巳经把经济

侵略魔爪伸进华拙，经过周密预谋和策划，由惨透到全国侵略和掠夺。民国 24 年 0935

年) 10 月，伪满洲电业株式会社在承德设立承德出张所;同年 12 月 20 日，在大连成立兴

中公司，作为侵略华北、华中、华南公开活动的经济机构。民国 25 年(1936 年)以"中

日合办"为名吞并天津电业并进而兼并冀东电业α 民国 26 年 0937 年) "七七"事变后，

日军陆续侵占华北各地，将电气事业委托兴中公司代管，由日本电力联盟派人协助接收。

民国 27 年(1938 年) 5 月，由兴中公词出圃，与伪紫瞌政府协议，成立日紫合办的蒙疆

电业公词，包括内蒙古、张家口、大同等地电业划人蒙蠕电业公司管理。民剧 27 年

0938 年) 9 月，经日本政府决定，成立"华北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代替兴中公司。民周

29 年 0940 年) 2 月，在华~t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之下组成"华北电业公司"。民周 27 年

0938 年)天津特一区发电厂(现天搏…广)建成两台1. 5 万千瓦机组，并建设四条 22 千

伏钱路向市区供电，天津市区出现了 22 千伏电闷。在天津还新建成扩建了津棉一广、一

广、王厂，但源毛纺厂，北洋纱广，造纸广等自备电厂。张家口地区的南菜园发电广安装

两台机组，共 2280 千瓦;下花因发电广自民国 27 年 0938 年) ~臣民国 32 年(1943 年)

先后建成 7 台机组，总容量1. 88 万千瓦;唐山发电厂建成 l 万千瓦和1. 5 万千瓦机组各 1

台和 l 万千瓦 50 赫'"'-'25 赫变颇机 l 命;在石景山发电厂筹建 2. 5 万千瓦机组 1 台，未建

成日本即霞告投降。在北平新建了琉璃问水泥厂自街电厂 (4250 千瓦) ，布景山俐铁厂由

备电厂 (9600 千瓦)。石家庄~t道岔子民国 28 年(1939 年)建成 2000 千瓦发电厂 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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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井阻凤山自备电厂扩建 1 台 1500 千瓦机组;民国 33 年 (1944 年) ，在井院微*建成

5000 千瓦发电广 1 座;在嘟嘟峰峰煤矿建成 5000 千瓦发电广 1 座;在承德双塔山建成

6000 千瓦发电厂 1 座。为了掠夺山西的煤铁资掘和生产军火需要，新建了大同岩岭、平

旺、运城等电厂，扩建的有西北电气厂、太原钢铁厂等自备电厂。以山西省为例:到民罔

34 年(1945 年)日本投降时，全省共有电厂 27 膺，设备总容最达 5. 3729 万千瓦，在日

本加紧掠夺以满足其需要的特殊条件下，发电设备容量较民国 26 年( 1937 年)增加

1. 2 倍。

在电网建设方面，民国 30 年(1941 年) 12 月完成了天津一厂茧塘沽的 77 千伏送电

线路和塘沽 77 千伏变电站，这是华北首次出现的 77 千伏输变电设施。民国 31 年(1942

年) 2 月完成了北平南苑变电站及平津间 77 千伏线路，由天津向北平送电。民罔 33 年

(1944 年) 11 月，由塘沽经汉沽至庸山发电厂的钱路升压 77 千伏运行，正式形成平津庸

电网，结束了亭、津膺地区电厂单独运行的周酣，也就是后来的京津唐电网的雏形。在河~t

中部地区，日寇侵华后期形成的很小的石家庄电网，有 4 条 33 千伏线路(总长 33. 9 公

里) ，两座 33 千伏变电站，连接了微水、凤山等电厂，除向矿也供电外，并向石家庄供

电。在太原地区和下花园茧宜化庞家堡铁矿还有少盘 33 千伏线路。北平地区的 33 千伏电

网也有了一定发展。

(Ji..) 国民党发动内战，电力工业停滞不前(1946---1949 年)

从民国 34 年 (1945 年)日本投降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是国民党发功内

战并走向失败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四年。这一时期，华抱有由国民政府接收地

区，有由边区人民政府接收脂又暂时撤出的地区，处于中间状态的地区，以及一直为边区

人民政府控制的解放区和较早解放的地区。在国民政府统泊区，部分电广设备毁于战火，

电力事业几乎没有什么发展，除完成几台日本未建成的机组外，拆拆迁迁、修修补补，对

原有设备管理很恙。在解放区，电业职工积极恢复生产 4 机组帮最虽然不大，但有力地支

援了解放战争。

在平、津、庸、秦、保地区，日本投降店，也业暂由当时国民政府接收，民国 34 年

(1945 年) 11---12 月，统一由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民国 35 年 (1946 年) 2 月 1 日，移

交国民政府资掘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冀北电力公司总公司(设在府有街 26 号) ，下设北平

分公司、石。最山发电所、天津分公司、庸山分公司(下辖庸山电厂及秦泉岛办事处)。其

后不久，石景山电厂叉划归北平分公司领导。冀北电力公司在几年间，仅将日本统治时期

未完成的石景山发电厂 6 号机 (2. 5 万千瓦)、 16 号炉、 17 号炉和下花回电厂 l 万千瓦机

组镇建完成发电。并在张家口商莱回安蝶 1 台 500 千瓦发电机组，所发电力建售给当地电

力部门;在下花园电厂修复 1 台 1400 千瓦机组，将张家口 1 台 1280 千瓦机组拆迁茧下花

园电厂发电。

日本投降后，承德由边服人民政府接收，双塔山电厂由承德市建设局负责，继续发

电。民国 35 年(1946 年) 9 月，人民解放军撤出承德时，忍痛将双塔山电厂 3 台机组

(1500 千瓦 2 台、 3000 千瓦 1 台)全部毁掉，国民政府热向省建设厅当局曾从嘴云云拆来 1

台 750 千瓦机组，只发电二天因燃料供应地承德大庙由人民解放军解放，即告停远。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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