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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第七届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年会暨
中国能源报创刊 15 周年论坛的分论坛——第五
届全国地方电网与配电网圆桌论坛在京成功举
办。本次论坛由中国能源报和北京市鑫诺律师
事务所联合主办，以“服务地方经济，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聚焦地方电网和配电网在新型电
力系统中的定位和作用，探讨如何更好地促进地
方经济，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能源汽车传播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编辑兼中国能源报总编辑谢戎彬在致辞中指
出，配电网是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覆盖城
乡区域，连接千家万户，是电力供应的“最后一公
里”，打造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柔性灵活、智慧融
合的新型配电系统，在增强保供能力基础上，推
动配电网在形态上从传统的无源单向辐射网络
向有源双向交互系统转变，在功能上从单一供配
电服务主体向源网荷载资源高效配置平台转变，
是新形势下配电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中
国能源报将继续全面、客观、深刻地报道电力行
业新发展、新动向、新成果，与业界携手在深化电
力体制机制改革进程中，发挥专业能源媒体的优
势，为配电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为地方电网、增量配网与大电网的融
合发展、互利共赢提供交流互鉴的平台。

在主题演讲环节，华北电力大学新型能源系
统与碳中和研究院院长王志轩表示，目前，我国
风电和光伏发电占比已达到总发电量的 15.5%，
以新能源替代煤炭是我国能源转型的特点。“双
碳”目标对能源电力转型提出了新要求，并且与
时俱进地提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不过，大力
发展新能源不能单纯从能源角度考虑，而应该
从新质生产力的角度、社会变革的角度来考虑。
王志轩建议，要以大力发展新能源为引领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统筹规划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统
筹推进农村能源革命与乡村全面振兴，完善配
网改造的投资机制和价格机制。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研究中
心主任赵勇强表示，当前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
球共识和增长驱动力，我国解决能源发展面临的
一系列挑战的出路，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新型
电力系统对未来电力系统各个方面的变革都提
出了明确要求，包括技术和体制上的创新和变
革。未来配电网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优化配电
网接纳城乡分布式发电的并网和平衡模式、避免
分摊成本上升导致的输配电网死亡螺旋等问题。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杨雷表示，在新型

能源体系建设中，配电网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
新能源的发展，必须从系统的角度考虑进行改
变，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韧性，靠创新商业模式
深化能源革命。增量配电网处在创新商业模式
的前沿，需要考虑在区域内真正实现高度的自我
平衡和消纳，建立和大电网、系统之间的新型关
系，才能真正建立新型能源体系。能源革命在持
续深化，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创新。完善的市场
机制和价格信号是构建新型能源系统的保障和
基础。

在主题分享环节，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范培顺表示，作为目前
湖南省最大的独立完整的地方电网，水电起家
的郴电国际为四县两区供电，从电网升级改造、
保障电力供应、服务改善民生、优化营商环境、
支撑地方发展方面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支持经
济社会发展。未来，郴电国际的目标是建成新
型电力系统、全域绿色电网、打造优秀综合能源
服务商。范培顺认为，地方电网的发展任重道
远，但大有可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将深化电
力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把地方电网建设
得更加坚强，更富柔性，实现地方电网新担当与
新作为。

长兴太湖能谷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王煜
指出，储能在增量配电网中起到提高系统灵活性
的作用。打造源网荷储一体化，才能解决新型电
力系统的效率问题，进而提升电网稳定性。目
前，太湖能谷已经在吉林省白城市绿电零碳储能
产业园，广东韶关零碳储能全产业链智造基地，
河南综合智慧零碳储能+智慧农业等项目落地，
正在推进河南省中原能谷制造基地，新疆和田源
网荷储矿冶产回循环经济产业基地等项目落地。

圆桌讨论环节由重庆理工大学能源经济与
政策研究所所长兼全国地方电网与配电网圆桌
论坛理事会副秘书长陈曦主持，王志轩、中国社
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冯永晟、四川省
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邹仕昆、榆
林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贾豫、新疆盛聚力能
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华以及北京市鑫诺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兼全国地方电网与配电网圆桌
论坛理事会秘书长展曙光围绕增量配电高质量
发展进行讨论。与会人士纷纷表示，具有前瞻性
的配电改革政策，是对既有规则的重塑。随着电
力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目前配电改革也走到新
的关键节点。未来推动配电网高质量发展，将依
据国家、地方政策与相关规定，发挥出其在体制

机制、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优势，助力新型能
源转型和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

此前，中国能源报和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
共同发起了地方电网与配电网高质量发展专项
调研活动，邀请国家级智库、主管部门、行业协
会、研究机构等相关单位领导、专家和权威媒体
组成联合调研组，开展专项调研。共 39 家单位
提交书面调研问卷，38 家单位参与现场调研。
论坛上，展曙光发布了地方电网与配电网高质
量发展专项调研成果。

调研成果显示，配电改革积累了经验，取得
了成功，为今后的深化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主
要表现在服务、安全、创新、成本厘清、营商环境、
新能源消纳六个方面。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
了一些瓶颈。长期来看，还需深化电力体制改
革，加大配电改革力度，让更多主体进入并活跃
配电市场。

中国能源报和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共同
发起成立了地方电网与配电网圆桌论坛理事会，
目前理事会成员单位已有 40 余家。论坛现场，
谢戎彬为新一届理事长单位代表四川省水电投
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
限公司、江苏东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理事长
单位代表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
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辽源矿业集团配售电有
限公司，常务理事单位代表唐山祺远供电有限公
司、理事单位代表新疆盛聚力能源有限公司、济
源太行电力有限公司、三门峡天鹅电力有限公司
颁发证书。

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作为推动能源革命、
优化能源结构的重要力量，不仅促进了能源的高
效利用，也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
中不乏典型案例和创新模式。其中，湖南郴电
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一企一策”用能
服务项目，广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贺州
市八步区、平桂区 2020 年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
程项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增量配电
业务试点项目，连云港徐圩新区增量配电业务
试点项目，辽源矿业增量配电业务试点项目，吐
鲁番市鄯善石材工业园区增量配电业务试点项
目作为优秀案例在论坛现场接受了表彰。

参与此次论坛的有来自能源领域的专家学
者、地方电网企业、全国各地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
点企业、能源领域企业代表等。此外，第五届全国
地方电网与配电网圆桌论坛理事会扩大会于 5 月
30日召开。

鑫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兼圆桌论坛理事会秘书长展曙光：

法律有一定滞后性，电力改革有时会和现有法律
法规有所冲突，但是改革却具前瞻性。电力改革是对
既有利益的重塑，也是对既有规则的调整。电力改革
应适应行业特点和发展趋势，依法依规出台的国家新
政、地方新政应引起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冯永晟：

增 量 配 电 网 和 地 方 电 网 面 临 新 形 势 ，一 些 政
策需要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同时，地方电网和增
量 配 电 网 所 扮 演 的 ，已 经 不 再 是 和 既 有 主 体 进 行
零 和 博 弈 、争 夺 利 益 的 角 色 ，而 是 新 价 值 的 创 造
者 。 将 改 革 试 点 带 来 的 新 价 值 、新 机 遇 和 大 背 景
结合起来，可以形成极大的利润空间。同时，地方

配 电 网 具 有 诸 多 优 势 ，包 括 创 新 途 径 、敏 感 性 、服
务意识等。电网企业应着力推动制度变革。

华北电力大学新型能源系统
与碳中和研究院院长王志轩：

电 力 改 革 必 须 有 正 确 的 价 值 导 向 ，与 平 衡 经
济、安全、绿色三者相协调关系。电力系统发展以
法 律 和 标 准 规 范 为 基 础 ，当 规 范 、法 律 和 改 革 出
现 矛 盾 ，则 需 要 通 过 改 革 试 点 突 破 原 有 约 束 。 同
时 ，发挥体制优势，加快将政府调节运用到电力转
型中。

新疆盛聚力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华：

此前的电力体制改革针对以常规能源为主的电
力系统，与新型电力系统存在很大差异。新疆盛聚力
能源的配电网工程总体效益较高，配电网成本尚可承
受。在现有电价体制下，地方电网和配电网利润空间

不大，未来还面临着大规模新能源接入问题，其特点
在于大容量、小电量且极度不可控，需要配置大量调
节性资源维持电网平衡，配电网投资将数倍增加。依
托常规能源价格体系以及输配电价分配机制，配电网
可能在大规模、大比例接入新能源后面临投资困难，
甚至经营亏损问题。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济师邹仕昆：

地方电网发展多年，需要解决设备老化等诸多历
史问题，同时民生保障任务比较重。四川省水电投资经
营集团供电区域 5 万多平方公里，412 万用户里有 380
多万是居民用户。近年来，集团对电网建设的投入不断
加强，特别是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目标提出后，着力推进
新能源消纳。在投入预期、实现投入产出平衡方面，还
有一些问题待解。

地方电网经营成本增加，可能造成效益倒挂，配
电亏损，因此不仅需要保障现有政策落地，还需要出

台更深入的政策，比如，落实有关规定，实现并网互
联，推进电网公平开放等。

榆林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贾豫：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经验积累，配电改革取得了一
定成绩。如今围绕配电改革，讨论更多集中于发展新
质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以及探索新发展模式。发展增
量配电网从根本上来说，是增强企业经营能力，守稳
安全可靠的供电服务底线，创新、探索、发展是增量配
电网企业作为新型配输电主体的基础。

当前电力发展更多聚焦用户侧，从“用上电”向
“用好电”转变，为增量配电网企业等新兴经营主体
构建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近年来，多家企业依托供
电纽带关系，在市场化售电、合同能源管理、能源资
产托管等方面积极探索。同时，各项政策已较为完
备，须有效落地执行，维护企业经营权、发展权和收
益权。

（本报实习记者 杨沐岩/整理）

新一届地方电网与配电网
圆桌论坛理事会在京成立

本报讯 5 月 31 日，第七届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年会暨中
国能源报创刊 15 周年论坛的分论坛——第五届全国地方
电网与配电网圆桌论坛在京举办。
    据悉，由中国能源报和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共同
发起成立的地方电网与配电网圆桌论坛理事会，目前理
事会成员单位已有 40 余家。论坛现场，中国能源汽车传
播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兼中国能源报总编辑
谢戎彬为新一届理事长单位代表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江苏东港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副理事长单位代表湖南郴电国际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辽源矿业集团配
售电有限公司，常务理事单位代表唐山祺远供电有限公
司、理事单位代表新疆盛聚力能源有限公司、济源太行电
力有限公司、三门峡天鹅电力有限公司颁发证书。
    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作为推动能源革命、优化
能源结构的重要力量，不仅促进了能源的高效利用，也
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其中不乏典型案例和创
新模式。对此 ，论坛现场颁发了 6 项优秀案例 ，包括 ：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一企一策”用
能服务项目，广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贺州市八
步区、平桂区 2020 年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项目，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增量配电业务试点项目，连云
港徐圩新区增量配电业务试点项目，辽源矿业增量配
电业务试点项目，吐鲁番市鄯善石材工业园区增量配
电业务试点项目。 （林水静）

《地方电网与配电网高质量发展
专项调研成果》在京发布

本报讯  5 月 31 日，第七届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年会暨
中国能源报创刊 15 周年论坛的分论坛之一——第五届全
国地方电网与配电网圆桌论坛在京举行。论坛期间，鑫
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兼圆桌论坛理事会秘书长展曙
光发布《地方电网与配电网高质量发展专项调研成果》。

地方电网与配电网高质量发展专项调研由中国能源报
和鑫诺律师事务所共同发起，邀请国家级智库、主管部门、
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相关单位领导、专家和权威媒体组成
联合调研组，开展专项调研。共 39 家单位提交书面调研问
卷，38 家单位参与现场调研。专项调研旨在进一步摸清地
方电网与增量配电网企业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取得的成果和
遇到的发展瓶颈，推动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高质量发展。

调研结果显示，配电改革在多方面取得成绩。服务方
面，调研所有项目均能向所在区域用户提供基本供电服
务，多家企业探索差异化服务，为用户提供多种选择；安全
方面，调研对象非常重视自身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采取
多种措施降低安全风险，取得显著成效。调研对象普遍将
创新视为重要发展方向，积极开展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模
式创新。调研显示，配电改革在成本厘清、营商环境、新能
源消纳等方面均取得良好成绩。但同时地方电网和配电
网还面临一系列挑战。

总体来看，配电改革积累了经验，取得了成效，为今后
的深化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但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围绕
短期和长期目标，进一步落实已经出台的政策，解决个别
困扰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杨沐岩）

5 月 31 日，第七届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年会暨中国
能源报创刊 15 周年论坛的分论坛之一——第五届全
国地方电网与配电网圆桌论坛在京举行。本次圆桌
论坛由中国能源报和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联合主
办，以“服务地方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探讨
地方电网与配电网如何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
发展，论坛吸引了业内的广泛关注。

在圆桌对话环节，重庆理工大学能源经济与政策研

究所所长兼全国地方电网与配电网圆桌论坛理事会副
秘书长陈曦作为主持人，与鑫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兼圆桌论坛理事会秘书长展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
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冯永晟、华北电力大学新型能源系
统与碳中和研究院院长王志轩、新疆盛聚力能源有限公
司董事长邓华、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济师邹仕昆、榆林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贾豫就增量
配电成效进展以及热点难点话题展开讨论。

配电改革需兼顾“破与立”

第五届全国地方电网第五届全国地方电网
与配电网圆桌论坛成功举办与配电网圆桌论坛成功举办

■本报记者 赵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