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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印发《关于新形势下
配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电
网调峰、储能和智能化调度能
力建设是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
力的主要举措，是推动新能源
大规模高比例发展的关键支
撑，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
要内容。

《意见》明确，到2025年，配
电网网架结构更加坚强清晰、供
配电能力合理充裕、承载力和灵
活性显著提升、数字化转型全面
推进；到2030年，基本完成配电
网柔性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实现主配微网多级协同、海量资
源聚合互动、多元用户即插即
用，有效促进分布式智能电网与
大电网融合发展。

升级建设有章可循

所谓配电网，是指从输电
网或地区发电厂接受电能，通
过配电设施就地分配或按电压
逐级分配给各类用户的电力
网，由架空线路、电缆、杆塔、配
电变压器、隔离开关、无功补偿
器及一些附属设施等组成，是
在电力网中起重要分配电能作
用的网络。

作为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配电网覆盖城乡区域，连
接千家万户，是电力供应的“最
后一公里”。但是，随着风电、
光伏发电等新能源装机规模持
续扩大，新能源出力波动性日
益增强，这对电力系统的调节
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按照
现有数据，电力系统调节能力
已经难以完全适应新能源发展
需要，导致电力运行高峰时段
顶峰能力不足与低谷时段消纳
问题并存，成为影响电力供需
平衡、制约新能源高效利用的
突出问题。

除了供需不平衡外，在全
国人大代表，国网山西省电力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政涛看
来，保障电力可靠供应还面临三
方面的制约因素：一是煤电和新
能源发展规模不匹配。以山西
省为例，全省常规煤电预计
2024 年至 2025 年仅能投运
318万千瓦，而在运和已批复的
新能源装机达到 10254 万千
瓦，远超2025年规划目标。二
是分布式新能源规模爆发式增
长，但建设地点随机性强、建设
周期短、无序并网情况突出，导
致系统负担加重、调峰困难。三
是负荷管理机制不健全，电力用
户“主人翁”作用未充分发挥。

在这一背景下，《意见》的
出台让配电网高质量发展有章

可循。
“《意见》紧扣新形势下电

力保供和转型目标，坚持规划
引领、强化全程管理、协同推进
建设，将全面提升城乡配电网
供电保障能力和综合承载能
力，加快推进配电网数字化转
型，促进配电网高质量发展。”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成山
看来，《意见》的出台是从国家
层面部署推动配电网的建设改
造与高质量发展。“《意见》提出
的工作原则和工作举措，既凸
显了未来新型配电网发展的目
标使命，又体现了配电网本身
发展过程所具有的独特特征，
可实施性强，在我国新型配电
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将发挥重
要的指导作用。”王成山说。

补齐城乡配电网短板

在明确目标的同时，《意
见》还就配电网发展的重点任
务进行了安排部署。

据了解，目前部分配电网
设施运行年限长、能耗高、标准
不统一，存在设备过载、供电能
力不足等情况，影响用户供电
质量。近年来频发的雨雪冰
冻、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也
影响着配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对此，《意见》提出，要补齐
电网短板，夯实保供基础。加
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城中村配
电设施升级改造，严格落实城镇
居民用电“一户一表”、新建居住
区充电基础设施、防洪防涝等要
求，有序推进高层住宅小区一级
负荷双重电源改造。

“加快城乡配电网建设改
造，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用能
需要的内在要求，对促进新型
城镇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
有重要意义。”在全国政协委
员、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孟振

平看来，加强城乡配电网建设
改造，可以进一步缩小城乡差
距，保障民生用电，更好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的用能需要。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稳步
推进城中村改造，加快城中村
供用电改造升级是其中重要内
容。但是，由于城中村建筑

“产、证、户”关系复杂，土地涉
及利益主体众多，用电治理出
资界面模糊，不少城中村没有
预留供电设施和通道的建设用
地，电力设施改造升级投入高、
协调难度大。

对此，孟振平建议，建立健
全“地方政府有力主导、供电企
业深度参与、社会各方有效协
同”的城中村供用电改造共建
共治模式，完善联合规划、出
资、改造长效机制。同时，强化
城中村改造顶层规划设计，科
学合理预留线路走廊、电缆通
道等电力设施用地，促进城中
村配套电网规划和市政规划建
设有效衔接，有力有序提升城
中村供电服务品质。

农村电网是改善乡村生产
生活条件的重要基础，但农村
电网地域分布面积广、供电线
路长、负荷相对分散，建设改造
和运行维护投入大、电量小。
特别是近年来，离散式风电、分
布式光伏等新能源在农村呈现
规模化发展趋势，亟需提升电
网承载能力，加快建设现代化
农村电网。

《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农
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完善农
村电网网架结构，加强县域电
网与主网联系，稳妥推进大电
网延伸覆盖，因地制宜建设可
再生能源局域网，持续加大边
远地区、脱贫地区、革命老区农
村电网建设力度。

如何更好落实《意见》要
求？孟振平建议，以农村电网
巩固提升工程为引领，强化规

划统筹和计划管理，因地制宜
完善农村电网网架结构，加强薄
弱地区电网改造，加快推动农村
电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加快补
齐农村电网发展短板，提升农村
电网的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
强农村电网发展规划与分布式
新能源发展的衔接，提高对分布
式新能源的主动响应和服务能
力，全面承载大规模分布式新能
源开发利用和就地消纳，提升农
村配电网供电保障能力和综合
承载能力。

“此外，也可以加大财税、
金融、电价等政策支持和资金保
障，提高城乡配电网改造投资能
力，更好支撑城乡配电网建设改
造可持续发展。”孟振平说。

多措并举破解发展难题

如今分布式新能源、电动
汽车充电设施、新型储能、虚拟
电厂等新主体、新业态均有接
入配电网的需要。为了促进各
类新主体更好发挥作用，配电
网亟须提升承载能力，推动新
型储能多元发展和电力系统新
业态健康发展。

针对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网
需求，《意见》提出，结合分布式
新能源发展目标，有针对性加
强配电网建设，配套完善电网
稳定运行手段，保障电能质
量。统筹配电网容量、负荷增
长及调节资源，系统开展新能
源接网影响分析，评估配电网
承载能力，建立可承载新能源
规模的发布和预警机制，引导
分布式新能源科学布局、有序
开发、就近接入、就地消纳。

针对大规模电动汽车等新
型负荷用电需求，《意见》明确，
开展不同场景下电动汽车充电
负荷密度分析，建立配电网可
接入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容量的
信息发布机制，引导充电设施

合理分层接入中低压配电网。
加强双向互动和条件匹配分
析，科学衔接充电设施点位布
局和配电网建设改造工程，助
力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
村点状布局的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网络。结合负荷特性分
析，有序安排配电网升级改造，
满足电采暖、电锅炉、港口岸电
等电能替代设施用电需求。

此外，《意见》还对推动新
型储能多元化发展和推动电力
系统新业态健康发展作出了部
署，同时，提出了“统筹制定电
网规划”“优化项目投资管理”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等多个方
面的重点任务，旨在强化全程
管理，保障发展质量，同时依靠
改革创新，破解发展中的难题。

在王成山看来，配电网属
于重资产型基础设施，其结构
形态转型需要较长过程，真正
推动《意见》落实到位，还需要
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加强规划
引领，有效提高配电网建设的
投资效益，实现从当前配电网
到新型配电网形态转变过程中
的提质增效。二是坚持系统观
念，需要坚持统筹衔接各种资
源要素，在新型配电网的发展
过程中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
求。三是推动创新突破。新型
配电网在系统结构、运行方式、
市场机制等方面都将发生重大
变革，很多新技术需要不断探
索。近年来，分布式新能源、新
型储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微
电网、虚拟电厂等新主体、新业
态的不断涌现，需要配电网在
结构形态上加以改变，以便更
好利用这些主体自身的调控能
力；同时配电网运行模式也需
要不断创新发展，为大量新主
体参与电网运行创造条件，在
满足新主体自身价值追求的同
时，为电网安全与经济运行提
供支撑。

《《关于新形势下配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新形势下配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印发

完善配电网建设完善配电网建设 升级电力供应升级电力供应““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

山东港口青岛港：
首批新能源客车装船出口

日前，53辆国产新能源客车在

山东港口青岛港装船出口欧洲国

家，这是青岛港首次出口新能源客

车。图为青岛港工人在进行客车吊

装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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