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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电网规划投资管理工作传递的重要信息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电网规划投资管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能源规〔2020〕816号），其对电网规划投资管理工作进行了明确和规范。通读全文件，

有多个重要信息需要关注，其对未来电网投资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重点1：强调将技术改造项目纳入电网规划范畴

文件指出，电网规划应实现对输配电服务所需各类电网项目的合理覆盖，包括电网基建项目和技

术改造项目。技术改造项目是指对原有输配电服务资产的技术改造类项目，包含输变电工程项目

（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区域和省级主网架、配电网等）、电网安全与服务项目（通信、信息化、

智能化、客户服务等）、电网生产辅助设施项目（运营场所、生产工器具等）。对于各类技术改

造项目，规划应明确技术改造目标和改造规模。

此次强调电网规划应覆盖技术改造类项目，究竟原因，仍然是和电网输配电价监管的准许成本相

关，纳入规划的、与电网输配电业务具有相关性、合理性的技术改造项目是将来计入输配电价成

本的重要依据。

重点2：提出经济论证的要求

文件指出，规划编制过程中，应测算规划总投资和新增输配电量，评估规划实施后对输配电价格

的影响。进一步强化安全性、经济性分析，考虑不同电压等级、不同类型用户的电价承载能力，

论证合理投资规模，提高电网投资效率。

新一轮电改对于电网投资运营效率提升的目标意味着电网规划不仅仅是为输配电安全服务的，也

是为用户如何能够更加经济用电服务的。也就是说，电网规划的目标不只是追求更高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也需要找到其与经济输配电的平衡点。最优方案也许不再是安全性最高的那个方案，而

是在不同场合下考虑与经济性最平衡的方案。

但是在此目标下，传统电网规划方法有些局限，电网规划方法如何革新是行业普遍需要考虑的重

要问题。同时，文件提出评估规划实施后对输配电价的影响，也意味着电网规划要在不同的输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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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监管逻辑下进行评估，例如跨省跨区工程、省级电网工程、增量配电网工程其输配电价测算

逻辑是不同的，这也对未来电网规划的编制水平提出了更高专业性的要求。

重点3：强调了衔接社会资本投资需求（不只是增量配电网）

文件指出，按照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要求，电网规划应切实加强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统筹，有效衔

接社会资本投资需求，遵循市场主体选择，合理涵盖包括增量配电网在内的各类主体电网投资项

目，满足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在增量配电领域投资业务需求。电网规划要按照市场化原则，与相

关市场主体充分衔接，合理安排跨省跨区输电通道等重大项目。

目前电网项目的投资格局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除已经放开社会资本投资的增量配电

网业务以外，传统电网公司也在积极策划跨省跨区电网工程与社会资本合作投资的机会。同时，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排除更多类型的电网工程放开给其它主体投资的可能。在此背景下，

电网规划的约束对象不再是单一投资方，而是要有效衔接社会资本投资需求。这意味着几个关键

点：1、如何通过电网规划保障各类投资主体的公平互联；2、如何做到输电网为各类型配电网提

供公平的接入服务；3、电网规划如何指导各类主体有序投资。

文件强调衔接社会资本投资需求对增量配电投资业务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虽然仍然无法确定是

否会有第六批次的增量配电试点项目，但是政府显然正在通过加强电网规划管理逐步建立增量配

电投资的长效机制，而这对于增量配电健康发展更加重要。

重点4：再次强调完善电网投资成效评价

文件指出，加强电网规划及投资项目的事中事后分析评估，深化电网规划定期评估，完善电网投

资成效评价，对非政策性因素造成的未投入实际使用、未达到规划目标、擅自提高建设标准的输

配电资产，其成本费用不得计入输配电定价成本。

它与输配电价成本监审和定价办法的相关要求是一致的，其基本逻辑仍然是要合理规划项目、合

理建设项目。电网规划已然成为电网企业合法投资项目、合理取得收益的最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