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XX省（区、市）配电网发展实施方案模板

（2024—2027年）

一、发展基础

包括本地区的地理区位、气候特点、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情况、

产业分布及发展趋势等；本地区及各市（县）配电网的供电区域、

供电人口、负荷情况；各电压等级配电设备资产规模，综合线损率、

供电可靠率、综合电压合格率、户均配变容量等主要指标情况；分

布式电源、电动汽车充电桩、储能的规模及相关政策；分布式智能

电网发展情况等。

二、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一）负荷预测情况

分析本地区及各市（县）的电力负荷特性，结合本省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充分考虑电动汽车充电桩等发展需求，分年度预测电力

负荷需求。

（二）新型主体规划情况

包括各市（县）的分布式新能源资源条件、规划布局、建设规

模和时序；各市（县）电动汽车发展规模，以及充电基础设施规划

布局、建设时序和规模；新型储能及分布式智能电网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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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势与挑战

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目标，结合分布式新能源、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等规划目标，分析配电网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

战，包括但不限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电网规划运行、防灾抗灾能

力提升、新型主体规模化接入、政策保障机制等方面。

三、总体要求及工作目标

（一）总体要求

结合国家要求及本地配电网实际情况，以“四个一批”建设改造

任务为重点，提出本地区配电网发展的总体要求及工作原则。

（二）工作目标

包括但不限于规划建设、可靠供电、新型主体接入、项目安排、

资金保障、投资效率等方面的总目标和分年度执行目标，确保切实

可行。

四、加快补齐配电网短板

（一）补强供电薄弱区域配电网

包括但不限于全面摸排和解决主（配）变重满载、线路重过载、

电压越限等问题；合理增加供电薄弱区域变电站、配变布点，加快

形成以链式、环式为主的典型网架结构等方面的工作举措。

（二）加大老旧小区、城中村配电网建设改造

包括但不限于加大老旧小区、城中村配电网投资力度，结合市

政改造工作同步落实配电网改造项目；严格落实城镇居民用电“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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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防洪防涝等要求，有序推进高层小区一级负荷双电源改造等

方面的工作举措。

（三）对单通道县域配电网实施改造提升

包括但不限于系统摸排单方向、单通道、单线路县域电网，实

施供电可靠性提升改造；有序推进大电网延伸覆盖，持续加大脱贫

地区、革命老区农村电网建设力度；统筹采用“大电网延伸+末端微

电网”、离网型微电网等供电模式解决边远地区供电难题等方面的工

作举措。

五、强化防灾抗灾能力建设

（一）全面梳理排查灾害隐患

包括但不限于全面梳理本地区自然灾害情况，加强规律趋势研

究；制定修订台风、冻雨覆冰、大风舞动、地质灾害、暴雨洪涝等

灾害的区域分布图；对灾害易发、多发地区及微地形、微气象等重

点区域，详细排查配电线路，全面分析配电设备运行状况和健康水

平等方面的工作举措。

（二）提升综合抗灾能力

包括但不限于差异化提高局部规划设计和灾害防范标准，实施

超运行年限及不满足设防要求的老旧配电设备改造；结合气象灾害

预警预防性调配使用应急发电车，依托国家级电力应急基地，开展

跨企业协同应对重特大突发事件；指导重要用户配置自备应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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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不符合要求的既有地下配电设施向地面迁移或实施防涝改造等

方面的工作举措。

六、提升综合承载能力

（一）针对性补强配电网

包括但不限于适应分布式新能源和电动汽车充电桩大规模接入

和消纳需要，根据相关规划布局、建设规模和投产时序，在相应区

域增容或新建配变，实施线路改造升级等方面的工作举措。

（二）完善协调发展机制

包括但不限于建立配电网可开放容量定期发布和预警机制；开

展配电网可接入充电设施容量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举措；加快推动虚

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发展的举措。

七、推动分布式智能电网创新发展

包括但不限于探索建设分布式智能电网；深化分布式智能电网

规划建设、运行控制、运营模式、市场交易、与大电网权责划分等

研究探索；推动提升分布式智能电网自管理、自平衡、自调节能力

等方面的工作举措。

八、保障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完善财政资金支持、协同做

好土地保障、加强全过程管理、配合做好配电网发展指标评价等方

面的保障措施。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九、分年度项目及投资计划

2024—2027 年分年度项目清单及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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