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栏目主编：苏慧婷  huiting-su@sgcc.com.cn栏目主编：苏慧婷  huiting-su@sgcc.com.cn／  时局·政策  ／  全球Current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
《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2023年版）》
《电力负荷管理办法（2023年版）》

《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2023年版）》 《电力负荷管理办法（2023年版）》

●  实施电网企业电力需求侧管理目标责任考核评价制度

●  聚焦重点行业和领域分业施策、分类推进

●  鼓励发展综合能源服务产业促进节电降碳

●  各地政府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和动态发布电力需求侧管理技术推广目录

●  积极拓宽需求响应主体范围

●  提升需求响应能力

●  加快构建需求响应资源库

●  全面推进需求侧资源参与电能量和辅助服务市场常态化运行

●  建立和完善需求侧资源与电力运行调节的衔接机制

●  建立并完善与电力市场衔接的需求响应价格机制

●  绿证是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的唯一凭证

●  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重点区域绿电消费比重

●  推动配电网增容、线路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  支持取得突破的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技术开展产业化示范应用

●  持续提升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电气化水平

●  支持电能替代项目开展绿电交易、绿证交易

●  实施电能替代新增电力电量在电网企业年度电力电量节约指标完成情况

考核中予以合理扣除

●  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电能替代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

●  积极推进电力需求侧管理相关平台建设

●  探索发展电力物联网，提升智能用电的网络化、协同化水平

●  鼓励建设各级各类能源电力数据中心

●  创新探索智能用电新模式新业态

●  按照有保有限原则，制定有序用电方案

●  严格保障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等用电

●  不得以国家和地方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的名义对用能企业、单位等实

施无差别的有序用电

●  精细化开展有序用电工作，制定有序用电方案并及时更新

●  各地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应指导各类需求响应主体与电网企业签订需求响

应协议

●  需求响应执行程序一般包括：响应启动、邀约确认、响应执行、过程监

测、效果评估、结果公示、资金发放

●  建立并完善与电力市场衔接的需求响应价格机制

●  推动需求响应与电力市场有序 衔接、高效协同，逐步以更多市场化方式

实现需求响应

●  需求响应方案实施期间，各级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应组织电力负荷管理中

心对响应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  各省级电力运行主管部门编制本地区年度有序用电方案

●  编制年度有序用电方案应按照下列顺序安排电力电量平衡：先错峰、后

避峰、再限电

●  迎峰度夏、迎峰度冬前分别修订有序用电方案

●  及时向相关电力用户告知有序用电方案，并组织开展演练

●  密切跟踪电力供需形势，加强电力电量分析预测

●  电网企业应依据有序用电方案，合理做好日用电平衡工作

●  有序用电方案实施期间，开展有序用电执行情况惠农和分析工作

●  由于实施有序用电导致的市场化交易电量偏差部分免予考核

各级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应指导电网企业统筹推进本地区新型电力负荷管理

系统建设，制定负荷资源接入年度目标，逐步实现10千伏（6千伏）及以上

高压用户全覆盖

各级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应定期动态开展负荷资源排查、核查和监测，并将

相关情况报送电力运行主管部门

各地电力运行主管部门、电网企业、电力用户：应加强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

统的建设、运维及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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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
太阳能投资将首超石油

近日，国际能源署发布《2023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报告称，在经
济增长、化石燃料价格上涨、政策支持等多种因素推动下，清洁能
源投资保持强劲增长，与化石能源的投资比从五年前的1∶1扩大至
1.7∶1。同时，太阳能投资将会在2023年首次超过石油生产投资。

清洁能源投资增长强劲但不平衡

太阳能投资正在大幅超越石油生产投资 能源转型仍需更多金融支持

清洁能源与化石燃料投资的差距正在扩大

全球对清洁能源和化石燃料的投资

石油生产投资和太阳能投资 可持续债务发行 可持续债务发行情况

清洁能源支出

2019至2023年部分国家和地区年度清洁能源投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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