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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能源源监监管管机机构构再再次次亮亮剑剑，，维维护护增增量量配配网网的的地地位位和和权权益益——————

增增量量配配网网直直面面生生存存保保卫卫战战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韩韩逸逸飞飞

日前，云南能监办发布《关于清
退增量配电业务试点区域内电网企
业不合理代收费用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通知》明确提及，云南
省部分电网企业电费结算时，把增量
配电网企业视为大用户，直接向其代
收包含供电损耗电量在内的政府性
基金及附加，不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电网企业即刻整改。
据记者了解，这一现象并非个案。

此前，其他地区也出现过类似案例。
在业内人士看来，《通知》不仅纠

正了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的代收错误，
更重要的是，明确了增量配网的法律
地位，以行政行为确认了增量配网是
电网，不是大用户。

此次云南下发《通知》，能否从根本上
改变增量配网被当作大用户的局面？

彭澎表示，这种想法过于乐观。 “这并
不是一个《通知》所能改变的，而是在增量
配网无法作为独立主体的情况下， 市场只
能按照大电网的意愿运行。 现阶段，增量配
网并不具备与大电网谈判的实力。 ”

上述电网专家认为，在市场竞争中，增
量配网企业只是一个“运动员”，而大电网
企业同时扮演“运动员”和“裁判员”角色。
在这样的体制设计下， 增量配网改革试点

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完全在情理之中。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增量配网试

点是本轮电改的一个突破口， 增量配网
与大电网融合发展也是必然趋势， 增量
配网与大电网要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
一调度。

“在投资建设、交易结算、调度主体、运
营主体等方面享有与大电网同等的地位，
是实现增量配网与大电网融合发展的基
础，在营业区监管、电网接入监管、信息公
开监管等方面的公平监管， 是增量配网与

大电网融合的保障。 ”该业内人士说。
近期，市场也正在释放积极信号，能源

监管机构多次亮剑， 维护增量配网作为电
网企业的合法权益。 比如，今年 6 月，国家
能源局山西监管办公室发布 《行政裁决
书》，裁定大同市开发区云州电力有限公司
拥有增量配网试点区域内与电网企业相同
的权利与义务，享有公平接入电网的权利。
要求国网大同供电公司履行公平接入义
务，在今年 10 月 1 日前完成 110 千伏变电
站并网送电。

矛盾根源是输配电利益划分

增量配网与大电网融合是必然趋势

明确主体地位划清权责利

记者查询发现， 早在 2017 年印发
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
综合司关于云南增量配售电业务改革
有关问题的复函》就明确指出，增量配
网与省级电网具有平等的市场主体地
位。但现实是，目前多地仍在并网互联，
价格结算等方面，将增量配网企业作为
电力大用户对待。

一位行业观察人士告诉记者，从
2016 增量配网开始试点到现在， 其弱
势地位一直没有改变。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书
长彭澎认为，电网将增量配网当作大用
户对待，其核心问题是，增量配网没有
属于自己的电源。 所以从电网角度看，

增量配网扮演着大用户或是转供电的
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增量配网的弱势
地位很难改变。 ”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电网专家表
示，目前，大电网仍将增量配网视作大
客户对待， 对增量配网存在不合理收
费， 其矛盾的根源是输配电利益划分
问题。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增量配网减
少了电网的投资压力，但对电网企业而
言，也意味着重新划分利益格局，目前
双方还没有形成共赢的局面。电网企业
为了自身利益，卡住增量配网的电源命
脉，‘薅羊毛’收费也就随之出现。”该电
网专家表示。

“十有九亏”正是对当前增量配网生存
现状的真实写照。 从整体而言，增量配网运
营仍处于生死存亡之间。 除了受到大电网
的挤压外，也有其自身的因素。 因此，有观
点认为，不能因为增量配网处于弱势地位，
就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大电网身上。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民营资本早期选
择的增量配网项目，一般是资源、盈利比较
好的区域，发展方式也相对粗放，和电网独
立投资没有本质区别。 而要想改变当前的

困境，增量配网就要发挥灵活性优势，通过
技术、模式创新，提高对客户的服务能力，
进而提高盈利能力和水平。

“扭转当前困境， 关键要靠增量配网企
业自救。 ”彭澎提出，“正如河南一样，力争在
2025 年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用电增量中
80%以上由新能源供应，建成一批‘源网荷储
一体化’示范项目，增量配网可以充分发挥
大规模消纳新能源电力的优势，以及相对于
大电网的价格优势，实现扭亏为盈。 ”

上述业内人士称， 可以考虑在运营管
理上实现配用一体化， 即配电运检和用电
服务管理有机融合，不仅管好“监管资产”，
也把服务交付能力延伸到客户表后， 帮助
客户提高配电系统、能源系统，乃至能源末
端的负荷设备的运营效率。

“要以发展的角度看问题，给予增量配
网足够的成长时间和宽容度， 加强对增量
配网的引导，确定其市场主体地位，并划分
清楚权责利。 ”上述电网专家表示。

新疆电网接入兵团新能源项目数量破百

核心阅读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量配网减少了电网的投资压力，但对电

网企业而言，也意味着重新划分利益格局，目前双方还没有形成共

赢的局面。 电网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卡住增量配网的电源命脉，“薅

羊毛”收费也就随之出现。

本报讯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9 月
17 日发布消息称， 目前兵团辖区已有 100
个新能源项目接入新疆电网， 装机规模达
497.6 万千瓦，占兵团辖区新能源总装机的
87.5%，进一步促进了兵地融合和兵团能源
清洁低碳转型。

从新能源装机类型看， 兵团辖区内接
入新疆电网的风电场 23 座， 装机规模
258.7 万千瓦； 光伏电站 77 座， 装机规模
238.9 万千瓦。

兵团并网的新能源项目分布于新疆
11 个地州，昌吉、哈密两地最为集中，装机

规模 402 万千瓦， 占兵团并网的新能源装
机八成以上。其中，位于昌吉州的第六师并
网新能源装机 205 万千瓦， 哈密市第十三
师并网新能源装机 197 万千瓦。

据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
制中心相关人员介绍， 兵团辖区内接入新
疆电网的新能源主要以外送为主， 疆电外
送配套装机 280 万千瓦， 超过其并网总规
模的一半以上。其中，准东—皖南±1100 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装机 170 万千
瓦，哈密南—郑州±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
程配套装机 110 万千瓦。

从发电效率角度看， 今年 1-8 月，兵
团辖区内并入新疆电网的新能源累计发电
量 69 亿千瓦时，利用率达 95%，较新疆新
能源利用率高 1.1 个百分点。

新能源电量 69 亿千瓦时可以满足新
疆 2500 多万居民 197 天的生活用电需求，
相当于燃烧 210 万吨标准煤，占我国 2020
年原煤进口量的 1%。这些标准煤按每节火
车车厢载重 60 吨计算，需要约 5 万节车厢
才能运输。

从环境保护角度看， 这些新能源电量
大约可以减排二氧化碳 567 万吨、 二氧化

硫 1.8 万吨、氮氧化物 1.5 万吨，促进了新
疆能源结构调整和低碳发展。

今年以来，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积
极促进兵地融合发展， 主动发挥大电网安
全可靠性高、供电区域广、资源配置能力强
的优势， 保障兵团新能源项目接入新疆电
网。 建成投运吐鲁番—巴州—库车 II 回
75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提升南疆各师光伏
送出能力；深挖自备电厂调峰潜力，扩大疆
电外送规模，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进一步
扩大新能源消纳空间， 服务和支持兵团辖
区内的新能源发展。 （胡培根 李国庆）

安安徽徽滁滁州州：：检检修修变变电电设设备备 保保障障假假日日用用电电

“迎峰度夏”刚过，“十一”长假来临。 为确保国庆假期用电高峰的电力供应，安徽省滁州市供电公司对全市所辖 68 座变电站进行了技术性诊断和重
点设备检修，为电力可靠供应打牢基础。 图为 9 月 23 日，工作人员在该市南谯区腰铺镇对 110 千伏龙蟠变 1 号主变压器进行检修。 宋卫星/摄

“双新”配电系统全景
仿真与检测平台开建

本报讯 日前， 国网山东电科院启
动了以分布式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配
电系统（“双新”配电系统）全景仿真与
综合检测平台建设工作，这是国内首个
基于数模混合仿真的新型配电系统全
景仿真平台。

未来， 以分布式新能源为主体的新
型配电系统将是区域能源互联网的核心
形态。 该平台将具备分布式能源规模化
灵活接入与综合承载力仿真分析与验
证功能，具备系统性模拟与设备综合检
测能力，可开展交直流配电设备多场景
测试、 面向区域能源互联的交直流混
联配电网形态及运行控制、 区域能源
互联分布式能源系统“源网荷储”协同
优化调度、 多能互补综合能源等技术
研究与验证， 全面提升在安全生产和
科研创新方面的支撑能力， 保证配电
网安全经济运行，为未来“双新”配电系
统、 区域能源互联网发展与建设模式探
索提供技术支撑。 （刘洋 张劲）

两大输电线路累计向
江苏输电超 5000亿度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截至 9 月
22 日，两大“西电东送”输电工程———龙
泉—政平±500 千伏直流输电工程、锦
屏—苏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累计向江苏输送来自西部地区的清洁
水电超 5000 亿千瓦时，相当于 2 亿户普
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支撑江苏近 8 万
亿元的 GDP，为江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2003 年， 作为三峡电站送华东的
第一条输电线路———龙政±500 千伏
直流工程投运 ， 已累计送电江苏超
2200 亿千瓦时。锦苏±800 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于 2012 年 12 月投运，
截至目前已将超过 2800 亿千瓦时的
西部清洁水电送至江苏。同时，锦苏特
高压工程的成功建设， 使我国电力大
容量、远距离、高效率配置等能力均得
到显著增强。

此外， 白鹤滩—江苏±800千伏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也在全力建设中， 预计
2022 年正式投运，这是继龙政、锦苏线
后，西部地区清洁能源入苏的第三条重
要通道。 据测算，工程投运后，每年可为
江苏输送电量超 300 亿千瓦时，相当于
减少煤炭运输 1375 万吨。

关注

延伸阅读

什么是增量配网？

增量配网包括新建增量配电网、混合所有制方式投资配电网增容扩建和电网企业存量资产外的存量配电网 。 原则上指
110 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电网和 220 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工业园区 （经济开发区 ）等局域电网 ，不涉及 220 千伏及以上输
电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