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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电网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配电网作为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

其发展要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

紧密结合高质量发展方向，积极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

（1）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

村建设行动，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

乡融合发展，升级改造农村电网，支持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设，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服务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

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

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加快县

城电网补短板强弱项，支撑老旧小区、

楼宇等功能改造，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

品质的供电服务。

（3）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

快配电网规划建设，全面服务京津冀、

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

等区域重大战略，支持西部大开发、东

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

发展。

（4）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加快电

网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和智能微电网建

设，加强源网荷储衔接，提升清洁能源

消纳和存储能力，提升向边远地区输配

电能力。

（5）加快数字化发展。加快推动

数字产业化，在智慧能源领域开展试点

示范。推动配电网智能化升级，实现源

网荷储互动、多能协同互补、用能需求

智能调控。

（6）坚持绿色发展。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因地制宜推动北方地区

清洁取暖，落实2030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目标，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利用。

         配电网与新型电力系统
新型电力系统框架下的配电网发展

形态将发生较大变化，将向高比例分布

式新能源广泛接入、高弹性电网灵活可

靠配置资源、高度电气化的终端负荷多

元互动、基础设施多网融合数字赋能等

方向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接入

配电网就地消纳，配电网将逐步演化为

有源供电网络，配电主体将更加复杂多

元，能源流向更加多样。

         配电网与微电网
配电网应支持分布式电源和微电

网发展。分布式电源是传统发电形式的

重要补充，推进分布式电源就地就近接

入，按照“能并尽并”的原则，大力推

广应用分布式电源并网典型设计，推动

实现各类分布式电源灵活并网和消纳。

依托微电网实现分布式电源友好接入，

微电网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能够通过

源网荷储智能互动平抑分布式电源出力

波动，有利于分布式电源的友好接入和

就地消纳。微电网建设应紧密结合当地

资源禀赋和供用电情况，兼顾技术指标

与投资效益，统筹考虑建设运行方式，

使其更好发挥对分布式电源的支撑作

用。

         配电网与能源互联网
配电网涵盖电力生产、传输、存储

和消费的全部环节，具备能源互联网全

部要素，是发展新业务、新业态、新模

式的物质基础，是国家电网公司建设能

源互联网的主战场。能源互联网价值创

造更多依赖于配电网的业务延伸，以及

配电网信息支撑体系的建设，是配电网

发展的高级形态。

 （摘编自《配电网规划1000问》，中国电
力出版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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