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2

有序放开配电网业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

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 号），鼓励社会资本

有序投资、运营增量配电网，促进配电网建设发展，提高配

电网运营效率，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配电网业务是指满足电力配送

需要和规划要求的增量配电网投资、建设、运营及以混合所

有制方式投资配电网增容扩建。

配电网原则上指 110 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电网和 220

（330）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局

域电网。

除电网企业存量资产外，其他企业投资、建设和运营的

存量配电网，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架构，结合输

配电价改革和电力市场建设，有序放开配电网业务，鼓励社

会资本投资、建设、运营增量配电网，通过竞争创新，为用

户提供安全、方便、快捷的供电服务。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

售电公司，具备条件的要将配电业务和竞争性售电业务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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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

第四条 有序放开配电网业务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规划引领。增量配电网络应符合省级配电网规划，

保证增量配电网业务符合国家电力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和市

场主体对电能配送的要求。

（二）竞争开放。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增量配电网业

务，通过市场竞争确定投资主体。

（三）权责对等。社会资本投资增量配电网业务并负责

运营管理，应遵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标准，在获取合理投资

收益同时，履行安全可靠供电、保底供电和社会普遍服务等

义务。

（四）创新机制。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应创新

运营机制和服务方式，以市场化、保底供电等多种方式向受

托用户售电，并可为用户提供综合能源服务，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向用户提供智能用电、科学用电的服务，促进能源消

费革命。

第二章 增量配电网项目管理

第五条 增量配电网项目管理包括规划编制、项目论证、

项目核准及项目建设等。

地方政府能源管理部门负责增量配电网项目管理，制定

增量配电网项目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做好项目建设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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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和协调，根据需要开展项目验收和后评价。

第六条 增量配电网项目须纳入地方政府能源管理部

门编制的配电网规划。

第七条 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依据规划向地方政府能

源管理部门申请作为增量配电网项目的业主。地方政府能源

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招标等市场化机制公开、公平、公正优选

确定项目业主，明确项目建设内容、工期、供电范围并签订

协议。

第八条 项目业主完成可行性论证并获得所有支持性

文件，具备核准条件后向地方政府能源管理部门申请项目核

准。地方政府能源管理部门按照核准权限核准项目，国家能

源局派出机构向项目业主颁发电力业务许可证（供电类）或

赋予相应业务资质，不得附加其他前置条件。

第九条 项目业主遵循“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

依据电力建设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和技术标准，按照项目核准

要求组织项目设计、工程招投标、工程施工等，开展项目投

资建设。

第十条 电网企业按照电网接入管理的有关规定以及

电网运行安全的要求，向项目业主无歧视开放电网，提供便

捷、及时、高效的并网服务。

第三章 配电网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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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向地方政府能源管理部门申请并获准开展

配电网业务的项目业主，拥有配电区域内与电网企业相同的

权利，并切实履行相同的责任和义务。符合售电公司准入条

件的，履行售电公司准入程序后，可开展售电业务。

第十二条 除电网企业存量资产外，拥有配电网存量资

产绝对控股权的公司，包括高新产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方电网、趸售县等，未经营配电网业务的，可向地方政府

能源管理部门申请并获准开展配电网业务。符合售电公司准

入条件的，履行售电公司准入程序后，可开展售电业务。

第十三条 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项目业主须依法取得

电力业务许可证（供电类）。

第十四条 符合准入条件的项目业主，可以只拥有投资

收益权，配电网运营权可委托电网企业或符合条件的售电公

司，自主签订委托协议。

第十五条 电网企业控股增量配电网拥有其运营权，在

配电区域内仅从事配电网业务。其竞争性售电业务，应逐步

实现由独立的售电公司承担。鼓励电网企业与社会资本通过

股权合作等方式成立产权多元化公司经营配电网。

第十六条 配电网运营者在其配电区域内从事供电服

务，包括：

（一）负责配电网络的调度、运行、维护和故障消除。

（二）负责配电网建设与改造。

（三）向各类用户无歧视开放配电网络，负责用户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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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报装、接入和增容。

（四）向各类用户提供计量、抄表、收费、开具发票和

催缴欠费等服务。

（五）承担其电力设施保护和防窃电义务。

（六）向各类用户提供电力普遍服务。公开配电网络的

运行、检修和供电质量、服务质量等信息。受委托承担电力

统计工作。

（七）向市场主体提供配电服务、增值服务。

（八）向非市场主体提供保底供电服务。在售电公司无

法为其签约用户提供售电服务时，直接启动保底供电服务。

（九）承担代付其配电网内使用的可再生能源电量补贴

的责任。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十七条 配电区域内的售电公司或电力用户可以不

受配电区域限制购电。配电区域内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

业、公益性服务以外的用电价格，由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与

电力用户协商确定的市场交易价格、配电网接入电压等级对

应的省级电网共用网络输配电价（含线损和政策性交叉补

贴）、配电网的配电价格、以及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居

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等用电，继续执行所

在省（区、市）的目录销售电价。配电区域内电力用户承担

的国家规定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由配电公司代收、省级电

网企业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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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配电区域的配电价格由所在省（区、市）价格主管

部门依据国家输配电价改革有关规定制定，并报国家发展改

革委备案。配电价格核定前，暂按售电公司或电力用户接入

电压等级对应的省级电网共用网络输配电价扣减该配电网

接入电压等级对应的省级电网共用网络输配电价执行。

第十八条 配电网运营者向配电区域内用户提供的配

电网服务包括：

（一）向市场主体提供配电网络的可用容量、实际容量

等必要的市场信息。

（二）与市场主体签订经安全校核的三方购售电合同。

（三）履行合同约定，包括电能量、电力容量、辅助服

务、持续时间、供电安全等级、可再生能源配额比例、保底

供电服务内容等。

（四）承担配电区域内结算业务，按照政府核定的配电

价格收取配电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收政府性基金和交叉

补贴，按合同向各方支付相关费用。

第十九条 配电网运营者向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

和公益性服务等电力用户，具备市场交易资格选择不参与市

场交易的电力用户，售电公司终止经营、无法提供售电服务

的电力用户，以及政府规定暂不参与市场交易的其他电力用

户实行保底供电服务。包括：

（一）按照国家标准或者电力行业标准提供安全、可靠

的电力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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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履行普遍供电服务义务。

（三）按政府定价或有关价格规则向电力用户收取电费。

（四）按政府定价向发电企业优先购电。

第二十条 配电网运营者可有偿为各类用户提供增值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一）用户用电规划、合理用能、节约用能、安全用电、

替代方式等服务。

（二）用户智能用电、优化用电、需求响应等。

（三）用户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四）用户用电设备的运行维护。

（五）用户多种能源优化组合方案，提供发电、供热、

供冷、供气、供水等智能化综合能源服务。

第二十一条 配电网运营者不得超出其配电区域从事

配电业务。

发电企业及其资本不得参与投资建设电厂向用户直接

供电的专用线路，也不得参与投资建设电厂与其参与投资的

增量配电网络相连的专用线路。

第四章 配电网运营者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十二条 配电网运营者拥有以下权利：

（一）享有公平接入电网的权利。

（二）享有配电区域内投资建设、运行和维护配电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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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

（三）享受公平通过市场安全校核、稳定购电的权利。

（四）公平获得电网应有的信息服务。

（五）为用户提供优质专业的配售电服务，获得配电和

相关增值服务收入。

（六）参与辅助服务市场。

（七）获取政府规定的保底供电补贴。

第二十三条 配电网运营者须履行以下义务：

（一）满足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

（二）遵守电力交易规则和电力交易机构有关规定，按

要求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供电力交易业务所需的各项信息。

（三）执行电网规划，服从并网管理。

（四）服从电力调度管理，遵守调度指令，提供电力调

度业务所需的各项信息。

（五）保证配电网安全、可靠供电。

（六）无歧视开放电网，公平提供电源（用户）接入等

普遍服务和保底供电服务。

（七）代国家收取政府性基金及政策性交叉补贴。

（八）接受监管机构监管。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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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电网企业特指国家电网公

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和各地方电网企业。

第二十六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