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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连云港市2023年度电力负荷管理预案 

 

2023年冬季，受复杂严峻的外部能源供应环境、极端天

气频发、新能源发电波动性凸显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省迎

峰度冬能源电力保供形势依然严峻。针对今年迎峰度冬电力

供需紧平衡态势，预计迎峰度冬期间可能存在硬缺口（770

万千瓦），如遇极端天气、机组非计划停运、外部能源供应

受阻等情况，电力供应缺口将进一步扩大。为有效应对可能

出现的供用电矛盾和突发情况，切实做好能源电力保障工作，

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维护社会用电秩序平稳，全力保障

民生用电，积极服务于全省“六稳”、“六保”的工作大局。

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建设人民期待的现代

化新港城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依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优

化完善2023年迎峰度冬电力负荷管理预案的通知》，特制定

本预案（以下简称“方案”）。 

一、工作原则 

遵循“安全有序、市场主导、有保有限、灵活高效、节

控并举、属地负责”原则，统筹安全和发展，确保电网安全

和民生用电底线，维护全社会供用电秩序平稳。 

（一）安全有序。坚持以各级人民政府为主导，主管部门

组织协调，发电企业有效配合，电网企业为重要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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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电力用户落实负荷管理措施，全社会共同参与。既要保

障电网运行稳定可靠，也要保障企业生产安全运行。 

（二）市场主导。将需求响应作为有序用电前置手段及柔

性方式，优先通过市场化手段缓解电力供需矛盾。充分挖掘

用户侧需求响应潜力，提高电力系统调节整体效能，实现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三）有保有限。优先保障居民、农业、重要公共事业和

公益服务用电，压限不合理用电需求，严格控制高耗能、高

排放企业和产能过剩企业用电，合理保障先进产能企业用电，

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減排。 

（四）灵活高效。在出现电力缺口时及时启动方案，有效

控制用电需求，在电力缺口缓解后快速通知和帮助相关用户

恢复用电。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用电需求，同时将缺电对工

业企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营造社会责任共担的良好氛围，

维护全社会供用电秩序平稳有序。 

（五）节控并举。组织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机

构主动参与需求响应，错开电网负荷高峰用电。深度挖潜非

工业用户负荷精准调控潜力，在商业楼宇空调、用户侧储能、

电动汽车充电桩和大数据中心等领域开展以柔性调节为主导

的实时需求响应能力建设。 

（六）属地负责。全市各县区指导供电企业（含增量配电

网）严格按照全省统一要求开展方案编制和用户负荷管理工

作。在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统一指挥下坚决落实电力保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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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确保方案实施有效。 

二、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 

（一）全省电力平衡情况 

根据调度预测，预计度冬全省电网最高负荷达1.22亿千

瓦，晚高峰可能存在770万千瓦电力缺口，冬季保供形势严峻，

明年夏季电力缺口将可能进一步扩大。 

（二）全市电力平衡情况 

今冬季高峰负荷期间，地区基础负荷及大工业负荷约270

万千瓦，冬季空调负荷正常情况下预计160万千瓦，徐圩增量

配电网负荷约100万千瓦，冬季最高负荷约530万千瓦。 

正常运行方式下地区负荷供需平衡，且有裕度充足。地

区500千伏主变负荷均在稳定限额内，地区220千伏及以上设

备无设备过载。同时按电力保供“全省一盘棋”要求，连云

港地区将承担相应比例负荷管理责任。 

徐圩增量配电网卫星石化、瑞恒一期、瑞恒碳三、圣奥

化学、盛虹炼化等大用户已陆续投产，预计2023年冬季全网

用电负荷达100-110万千瓦。 

三、方案调控目标分解 

（一）指标分解 

省发展改革委要求各地区所有工业企业全覆盖纳入预

案，预案容量目标应达到地区历史最大用电负荷的30％，分

配我市电力负荷管理预案容量最低下限158.7万千瓦和需求

响应能力申报容量39.6万千瓦（各地市场化需求响应能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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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本地区最大用电负荷的5%）。 

《连云港市2023年迎峰度冬电力负荷管理预案》包括高耗

能行业负荷管理方案、其他工业企业精准调控方案和非工业

用户柔性调控方案三个子方案和集中检修、需求响应、快上

快下错避峰、负荷普降、轮休、调休、负荷控制、空调调控

八个基本负荷管控措施。经综合考虑各县区工业、实施主体

负荷占比等因素，将调控容量目标分解至各责任属地和实施

主体，如表1所示。负荷管理调控指标可根据负荷实际变化和

工作需要适时调整。 

表1：电力负荷管理预案容量分配表 

单位：万千瓦 

责任属地 实施主体 负荷管理容量 需求响应容量 

连云港市 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 158.7 39.6 

市级统调 

属地负责 

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 128.7 35 

增量配电网东港能源公司 30.0 2.3 

国网四大钢企群组 33.0 8.8 

市 

区 

海州区 

连云区 

开发区 

徐圩新区 

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市区 

国网东部城区供服中心 59.4 15.4 

赣榆区 国网赣榆区供电公司 17.6 4.6 

东海县 国网东海县供电公司 12.0 3.1 

灌云县 国网灌云县供电公司 9.4 2.4 

灌南县 国网灌南县供电公司 8.3 2.1 

注：（1）国网与增量配电网分别按上一年度最大负荷30%、7.5%承担。（2）国

网经营区以夏季未实施负荷管理措施最大负荷日（2022年8月4日）各县区（去钢）

工业负荷、四大钢企群组（华乐合金、镔鑫、亚新、兴鑫）负荷容量占比进行分

配；（3）考虑各县区或实施主体最大负荷同时率、调控特性及冗余度，总容量

并不完全等于累计。 

（二）方案编制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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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2023年迎峰度冬电力负荷管理预案》在市发展

改革委统一主导下按照国网经营区和徐圩新区增量配电网分

别单独编制，各辖区用户同步承担负荷管理实施主体责任，

全市按统一序列实施。各责任属地政府主管部门会同当地供

电企业组织各类电力用户，认真开展用电负荷摸底调查，建

立数据上报、汇总等管理制度，及时向社会和相关电力用户

公布负荷管理方案及政策，根据下达的调控指标，统筹安排

全市各参与用户负荷管理计划，编制本辖区2023年迎峰度冬

电力负荷管理方案，压限负荷能力满足指标要求。针对极端

情况出现较大电力供需缺口，编制企业轮休方案。 

市发改委会同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供电企业在各县区

方案编制完成后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对各县区方案进行逐一审

核，重点审核方案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并提出方案优化完

善建议。审核过程中针对可能出现的缺口情况进行情景预设，

考察各县区对方案的灵活组合运用能力，指导各属地针对不

同等级缺口大小，按照用户类型、响应速度等科学制定负荷

调控措施。对审核未通过的县区方案进行重点指导督促，在

其重新调整完善后进行第二轮审核，确保各县区做到科学精

准、有序有效，将缺电对工业企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 

四、方案简介 

《连云港市2023年迎峰度冬电力负荷管理预案》涉及用户

4514户，最大可调节负荷159.3万千瓦。其中国网经营区4474

户、最大可调节134.1万千瓦；增量配电网40户，最大可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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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万千瓦。 

（一）高耗能行业负荷管理方案。全市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全部纳入高耗能行业

负荷管理方案，全市共涉及用户898户，最大可限负荷99.4

万千瓦，在启动总体方案执行时优先启动高耗能企业负荷管

理。 

注：高耗能行业明确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

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的通知》（发改产业〔2021〕1609）。 

（二）其他工业企业精准调控方案。全市不属于高耗能

行业的其他所有工业用户纳入，充分考虑流程工艺、安全生

产等因素，按照不同行业负荷特性，排定企业最大可限负荷，

合理设置保安负荷。综合考虑用户度电产值、能耗水平、响

应速度等情况合理编排用户分组，优先保障先进产能用电，

精准精益调控。全市共涉及用户 2528 户，最大可限负荷 41.7

万千瓦。 

（三）非工业用户柔性调控方案。深挖非工业负荷调控

潜力，编制非工业用户柔性调控方案。组织各级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主动参与电力需求响应，错开电力负荷

高峰用电。在商业楼宇空调、用户侧储能、电动汽车充电桩、

数据中心等领域开展以柔性调节为主导的实时需求响应能力

建设。重点开展对全市商业综合体、餐饮住宿（10 千伏以上）

进行商业领域空调负荷调控专项工作，引导用户安装空调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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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控制装置，采取技术管控及宣传引导等措施将空调温度控

制在合理水平。全市目前共有用户 1088 户，最大可限负荷

18.1 万千瓦。 

基于三个子方案的用户负荷资源，根据实际需要在三个

子方案中综合制定集中检修、需求响应、快上快下错避峰、

负荷普降、轮休、调休、负荷控制七个基本负荷管控措施，

结合电力缺口等级及出现时长组合实施，实现全市电力供需

平衡。 

1、集中检修。本方案适用于长期电力负荷缺口的情况。

通过提前沟通协商冶金、化工等连续性生产企业的年度检修

计划安排，组织企业将常规生产设备检修时间统一调整到冬

季低温期间进行，以缓解迎峰度冬电力供需缺口。通过调整

检修时间在迎峰度冬期间降低的负荷量按照有效执行1次约

定需求响应给予激励补贴。全市目前共安排18户，最大转移

负荷2.7万千瓦。 

2、需求响应。本方案适用区外来电减少、新能源发电出

力波动、机组非计划停运等原因造成电网供电不足的情况。

通过经济杠杆，引导用户自愿参与，自行削减尖峰负荷。需

求响应以工业企业或负荷集成商为主签订需求响应协议，在

不影响主要生产的前提下，由企业主动降低用电负荷，并给

予激励补贴。全市最大需求响应能力储备达为49万千瓦（高

于历史最大用电负荷的7.5%），参与用户652户。电网存在快

速响应或紧急调控需求时，可启动实时需求响应，经省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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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同意，由电网直接调用该部分负荷资源，事后予以响应激

励，处置不可预见突发事故等场景。 

3、快上快下错避峰。本方案适用于应对短时局部性电力

缺口。针对日内风电光伏波动出力、居民空调负荷陡升、临

时区外购电不足等不确定因素。全市梳理安排钢铁、建材等

具备快速响应能力的大型高耗能用户，挖掘“快上快下”负

荷调节特性，构建“快上快下”负荷调节能力 30.5 万千瓦共

200 户（占本地区最大用电负荷 4％以上），单独编成“快上

快下”负荷调控组，确保在 1 个小时以内快速有效错避峰，

可有效缓解晚高峰时段电网运行压力。 

（4）负荷普降。本方案适用于长期的电力负荷缺口的情

况。按责任公平共担原则，分行业制定科学合理的负荷普降

比例（见表），引导用户按照目标自主选择负荷下降方式及

参与设备，保障工业企业主要生产不受影响。 

优先在市区经济开发区、宋跳工业园、海州开发区、洪

门工业园、赣榆经济开发区、灌南开发区、灌云开发区、燕

尾港工业园区、东海县高新产业园、东海县东开发区、徐圩

新区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等11个工业园区率先推广实

施用户负荷按比例普降模式，然后全市拓展普降模式，共涉

及3392户，最大可限负荷26.7万千瓦。 

同时，在用电高峰期间，对全市兴亿达商务大厦、第一

人民医院、花果山酒店等52家公共建筑空调和市区东盐河海

宁桥、建设桥、绿园桥、苍梧桥等12家9207盏景观照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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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约19万千瓦）和1570条道路54339盏路灯（总功率约23

万千瓦）及各县区亮化广告用霓虹灯、灯箱及路灯等用电需

求，以减轻电网运行压力进行调控安排，最大可限负荷约10

万千瓦。 

（5）负荷控制。本方案适用于因用户拒不配合电力负荷

管理，造成电力安全和电网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各级电力

负荷管理中心严格依照国家有关要求，利用负控技术手段对

相关用户刚性执行，坚决守住限电不拉闸底线。各县区迎峰

度冬前完成负荷管理终端功能及通信、控制链路排查整改，

完成开关接入状态核查、试跳及分路监控改造工作，科学合

理设置保安定值，将负控技术调控作为负荷管理最后一道防

线。共涉及2848户，最大可控负荷84.3万千瓦。 

（6）轮休。本方案适用于可预见的季节性电力需求增长

引起电力供应短缺，造成较长时间地区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

或当主设备检修、较大设备故障等原因引起的电力供应严重

受限，且较长时间难以恢复。为稳定用户生产经营预期，实

现地区基础负荷的下降，由全省统一启动，全市统一组织所

有工业企业实行有计划的轮休，日基础负荷降低最大容量达

到最大缺口的50％。同时充分考虑用户参与轮休的公平性，

保障地区化工、医药、光伏、钢铁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用电

整体协同。对高耗能企业优先实施轮停全停,其他企业采取

“保五错二”“保四错三”两种方式，轮休策略见附表。其中

“保五错二”方式平均每天可降低负荷34.6万千瓦，“保四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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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式平均每天可降低负荷51.9万千瓦。 

（7）调休。本方案适用于工作日突发极端较大电力供需

缺口、且当天处于全时段缺电，组织企业错峰用电仍不能达

到平衡要求的情况。通过调整非连续生产企业休息日的方式，

将部分工作日用电负荷有效转移至休息日，达到负荷均衡目

的。方案包含全省所有非连续性生产企业，涉及用户2857户，

最大可转移负荷为65.1万千瓦。 

（八）空调调控。本措施涉及用户 840 户，其中商业楼

宇 201 户、餐饮住宿 74 户、工业用户 211 户，公共机构 275

户、供电系统 13 户及物业用户 36 户。早峰可调节负荷 15.2

万千瓦、腰峰可调节负荷 16.5 万千瓦，晚峰可调节负荷 13.7

万千瓦。 

五、分级调控措施 

坚持“一盘棋”原则，当高峰用电需求超出最大供电能

力，电力供应出现缺口时，将平衡缺口占夏季最大用电需求

比例，按照Ⅳ级（一般、5%以内）、Ⅲ级(较重、5%-10%)、

Ⅱ级（严重、10%-20%）、Ι 级（特别严重、20%以上）分成

四个预警级别。根据不同缺口级别，按需科学精准实施电力

负荷管理措施。按照“先需求响应、后错峰避峰、再有序用

电、最后限额用电”原则，平稳有序组织实施，实现供需动

态平衡，切实维护全市供用电秩序稳定。 

1、Ⅳ级预警（蓝色，缺口一般，5%、28 万千瓦以内） 

根据实际缺口启动 VI（六）级、V（五）级预案。紧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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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峰情况下优先执行需求响应，根据缺口大小的 1.5 倍响应

量准备需求响应用户，不足的综合采取快上快下错避峰措施，

以及投入储能企业监控、冷库专项调控组。阶段错避峰情况

下综合采取普降和对非连续生产企业执行“保六错一”轮休

措施。以上必要时均采取负荷控制保底措施确保预案刚性执

行到位。 
 

2.Ⅲ级预警（黄色，缺口较重，5%—10%、28-56万千瓦） 

根据缺口大小启动 V（五）级、IV（四）级预案。紧急错

避峰情况下优先执行全量需求响应，不足的采取空调调控、

快上快下、储能企业监控和调休、负荷控制等措施。阶段错

避峰情况下，首先安排集中检修需求响应降低基础负荷，再

综合采取需求响应、非连续生产企业执行“保五错二”轮休

等措施，不足的投入快上快下错避峰、储能企业监控组应急

措施。必要时采取负荷控制保底措施确保预案刚性执行到位。 

3.Ⅱ级预警（橙色，缺口严重，10%—20%、56-98万千瓦） 

根据实际缺口启动 IV、III 级预案。优先执行需求响应，

紧急错避峰情况下不足的综合采取快上快下错避峰、储能企

业监控、调休和负荷控制等措施。阶段错避峰情况下，安排

集中检修（需求响应）降低基础负荷，综合采取普降、非连

续生产企业执行“保四错三”“保三错四”轮休及全停措施，

不足的投入快上快下组应急、储能企业监控组和非工空调企

业监控组应急。必要时采取负荷控制、现场督查和网格员驻

点措施确保预案刚性执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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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Ⅰ级预警（红色，缺口特别严重，20%以上、98 万千瓦

以上） 

根据实际缺口启动 II、I 级预案。紧急错避峰情况下优先

执行需求响应，不足的综合采取快上快下错避峰、储能企业

监控、调休和负荷控制等措施、追加冷库调控、储能企业监

控以及一切可调节、节约用电手段。阶段错避峰情况下，安

排集中检修（需求响应）降低基础负荷，综合采取普降、非

连续生产企业执行“保二错五”“保一错六”轮休及全停措

施，不足的投入冷库专项调控储能企业监控组监控组应急。

必要时采取负荷控制、现场督查和网格员驻点措施确保预案

刚性执行到位。 

六、职责分工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市煤电油气运协调小组办公

室负责统筹协调全市电力保供工作，市发展改革委总体负责

并指导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开展全市负荷管理工作，国网连

云港供电公司、各县区发改部门、供电公司（含江苏东港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负责相关工作。 

图 1：2023 年全市电力负荷管理联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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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当地有序用电管理工作，发布电

力缺口预警，编制并实施当地有序用电方案，组织方案演练，监

督检查方案执行落实情况。 

（二）供电企业（含增量配电网）：负责本供电经营区电

力供需平衡监测，配合发改部门编制、组织实施负荷管理方

案和配合开展应急演练、监督检查，按照政府要求向所供电

力用户下达启动、变更和取消负荷管理措施令，落实负荷管

理系统技术措施，指导电力用户科学、合理用电，统计上报

本地区负荷管理工作情况。 

（三）发电企业：负责组织好燃料供应及储备，加强发电

机组运行管理和检修维护，服从电网统一调度，提高机组出

力水平，确保用电高峰时期机组满发稳供。 

（四）住建局：完善大型公共建筑用电用能在线监测系

统，监测空调主机、温度控制等商业建筑主要用能设备运行

状态，建立电力紧张时期用电红线警示机制。依托技术手段

实现城市照明精准识别、分类监测、集中控制，优化完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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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紧张状态下照明开启应急预案，助力城市照明节电管理水

平提升。 

（五）城管局：负责景观照明设施管理，迎峰度冬期间

尽量不安排灯光秀表演，如有城市重大活动按要求实施宣传

亮灯。在电力紧张时段，倡导企业尽量减少使用大功率用电

设备和非必要照明灯具，缩短广告灯、景观灯照明时间。 

（六）机关事务管理局、教育局、卫健委、文广旅局：

面向机关办公楼、医院、学校、文体场馆等，加强电力负荷

在线监测、节电成效评价等，空调设定温度冬季不高于 20℃、

重点时间段不高于 18℃，推动迎峰度冬期间电网负荷高峰时

段需求响应要求及电力电量约束阈值，协助市电力负荷管理

中心将负荷调节措施落实到位。 

（七）市级其他部门：负责发布本单位、本条线的节电

倡议，必要时刻配合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执行紧急措施。 

（八）电力用户：负荷管理工作的执行主体，根据下达给

本单位的调控指标，编制内部负荷控制措施，执行有序用电

指令。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实施电力负荷管理，提高电力使

用效能。配合开展负荷管理终端功能升级改造，依序接入开

关分路用电设备。结合所从事行业特点和本单位实际，统筹

生产计划，编制班次、设备检修和生产调休等内部负荷控制

措施，将压限负荷细化落实到具体的时段、车间、设备和班

组，并将本单位内部负荷控制措施报本县区（街道、乡镇）

发改部门、供电公司（所）备案。 

七、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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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口预警。密切跟踪电力供需走势，预测电网将出

现电力缺口时，市发改委与市供电公司营销部、调控中心开

展电力平衡会商，共同商定负荷管理措施方案或限额指标，

并立即下达至各县区，同时迅速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各级

供电企业（含增量配电网企业）定期发布本辖区电力供需平

衡预测、月度及短期供用电信息。发电企业按要求定期提供

本月发电装机、生产及检修计划，燃料调运和储备情况等。 

（二）方案启动。接到省下达的启动需求响应或有序用电

通知后，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立即通知所辖县区及相关电力

用户，衔接组织好需求响应、错避峰、轮休和调休方案的执

行落实，依据确定的负荷调控指标，安排有关客户实施负荷

管理措施。原则上优先执行需求响应措施，再按照先错峰、

后避峰、再限电的顺序执行。当电网供电能力发生变化时，

均衡有序调整相关电力用户的用电限额，方便客户有计划地

调整生产班次或轮休避峰用电，科学组织生产运营，尽量满

足合理电力需求，减少限电损失。 

（三）方案实施。（1）事前通知。各级供电企业（含增

量配电网企业）应按照政府指令，严格执行政府批准的电力

负荷管理保供方案，在对用户实施、变更、取消有序用电措

施前，要通过公告、电话、传真、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

（2）及时响应。方案涉及的电力用户接到有序用电指令时，

要积极响应，加强用电管理，按照指令要求采取班次调整、

设备检修和生产调休等措施，确保内部负荷调控指标落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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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3）监测跟踪。供电企业充分利用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和

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对有序用电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实时监

测，严格控制关停淘汰项目以及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等不合

理用电需求，保障重要用户电力供应。（4）紧急应对。紧急

状况下，各级供电企业严格执行限电序位表、处置电网大面

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和黑启动预案，保障应对突发和紧急情

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四）负荷释放。当全市电力供需平衡、负荷管理工作结

束时，应尽快释放负荷，解除负荷管理措施，各级供电企业

应及时告知方案涉及电力用户，及时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在

负荷释放过程中尽可能从负荷最大的电力用户以及能够迅速

组织生产的电力用户预先通知负荷释放，以确保电网负荷能

够快速提高，将电力负荷管理保供对电力用户生产用电的影

响降至最低。 

（五）统计上报。负荷管理措施实施期间，各供电企业（含

增量配电网）认真做好负荷管理影响用电负荷、用电量等统

计工作，填报负荷管理执行情况日报表，确保统计数据全面、

准确。各供电企业（含增量配电网）每天上午8点前将前一日

有关情况报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当地发改部门，市电力负

荷管理中心9点前汇总后报省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各级发改部

门及时向地方政府汇报当地负荷管理执行情况。市发改委同

省电力公司对负荷管理各项措施的响应速度、影响范围和程

度、实施效果等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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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督检查 

为确保方案落实到位，各级发改部门应建立健全监督管

理机制，加大保供工作的监督检查和问题查处力度，确保工

作规范有效，切实保障电力供应紧张时期电网运行和供用电

秩序稳定。 

（一）重点检查内容。一是负荷管理组织体系建设和运行

情况。是否建立负荷管理工作协调机制，组织召开负荷管理

工作会议，加强供需形势宣传，并按规定程序批准启动电力

负荷管理保供电方案，以及工作汇总上报情况。二是电力用

户负荷调查情况。是否深入用户调查对接，了解掌握用户的

用电特性、生产特性及实施有序用电的潜力。三是方案编制、

审批情况。是否公正合理地分解落实有序用电调控指标，贯

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情况。四是负荷管理措施执行落实

情况。电力供需平衡预警发布情况，实施、变更及取消有序

用电措施提前通知、事后告知义务履行情况，供电缺口减少

时电力负荷释放情况，负荷管理措施响应及执行情况。五是

电力用户限额指标执行情况。是否严格按照限额指标，结合

本单位生产计划，编制班次调整、设备检修和生产调休等内

部负荷控制措施，电气设备运行情况，接入电力负荷管理系

统的开关能否正确动作。六是地方公用及地调企业自备电厂

出力潜力情况。负荷管理执行期间，是否积极通过各项措施

鼓励企业顶峰发电，努力缓解电力供需矛盾。 

（二）主要奖惩机制。负荷管理工作情况已纳入年度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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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绩效评价考核，地市电力负荷管理保供工作情况已纳

入全省发展改革系统年度综合工作考评。全市各县区应强化

目标管理和考核，建立负荷管理管理奖惩机制，出台长效支

持政策。一是对电力用户基础信息弄虚作假、不执行负荷管

理指令、用户侧设备改造达不到负荷控制要求的，不配合供

电企业跳闸功能测试、接入的，破坏电力负荷管理终端的行

为，予以制止、责令整改、通报处罚，必要时可依据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停止电力供应。二是对违反电力负荷管理保供电

方案和相关政策的供电企业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通报

批评。三是对非计划停机或长期降出力的发电企业核减年度

发电量计划。四是对各地负荷管理限额执行情况与后期限额

调整实施挂钩考核，对限额执行及时到位的，适当提高后一

阶段限额。 

九、实战演习 

迎峰度冬前组织开展电力负荷管理实战演习，检验方案

可靠性、有效性及联动处置能力。重点演练需求响应、有序

用电等应急处置全流程场景，检验方案的可靠性、有效性及

联动处置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