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需求侧管理和电力体制改革的关系解读

世界上电力改革主要有两项：一个是电力体制改革，打破垄断体制，引入竞争机制;另
一个是电力需求侧管理和综合资源规划，由供应侧管理走向供应侧和需求侧双向管理，由单

纯的供应侧规划走向综合资源规划。这两项改革都很重要，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电力工业的效

率和效益。

一、电力需求侧管理和电力体制改革是市场化条件下的产物

电力需求侧管理和电力体制改革都起源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英国和美国，这决不是偶

然的事情，说明这两项改革都是市场化条件下的产物。没有发达的市场，没有现代化的科学

技术，这种改革都不可能发生和发展。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发生要比电力体制改革早一些，但

是电力需求侧管理的知名度和发展状况远不如电力体制改革，因此有必要多宣传一些电力需

求侧管理。

需求侧管理和综合资源规划源于能源消费居世界首位的美国。需求侧管理比综合资源规

划起步要早 5年，它是在早期节电和负荷管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起始时间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70年代中期，20世纪 80年代初期开始逐步充实和完善，今天已风靡全球。

综合资源规划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它是在早期电源规划和需求侧管理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需求侧管理作为综合资源规划的奠基石，成为综合资源规划的主要组成部分。综合

资源规划把供需双方资源综合在一起进行整体规划是它突出的贡献。强调能源服务，重视资

源节能和环境保护，讲求成本效益，活化市场机制是综合资源规划的最大特点。综合资源规

划适用于有网络联结系统的电力、燃气、热力、供水等公用事业部门，其中首推电力部门。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电力需求侧管理和综合资源规划逐步推广到许多国家，其中既有
发达国家，也包括电力供应和投资严重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据美国劳伦斯&middot;伯克利国
家实验室(LBL)估计，今后 30年若能致力于提高终端用电效率，发展中国家可削减 40%的
能源总投资，至少可节省 1.5万亿美元;工业化国家可削减 50%的能源总投资，节省 7000亿
美元。所以需求侧管理和综合资源规划产生的效益非常可观。

二、美国加州的教训是两项改革必须密切结合

电力的特点是不能大量储存，基本上要做到现发现卖，因此要求每时每刻发、输、配、

售、用绝对平衡。在正常情况下，电力供应和需求之间是平衡的，电价是正常的。

在电力市场里，当电力供应和需求之间产生不平衡，可用电价政策调节，一般有两种情

况：一是供大于求，电价就下降，如果能源电价下降的信号直接传达给用户，用户觉得用电

比用其他能源有利，他就会多用电，电力需求随之升高，电力供需走向平衡，价格也就会回

复到正常状态;二是供小于求，电价就升高，同样如果能源电价升高的信号直接传达给用户，
用户觉得用电比用其他能源贵，他就会减少用电，电力需求随之降低，也可以使电力供需走

向平衡，价格同样会回复到正常状态。这里说的是一种理想状态，由于电能不能大量储存，

要求瞬时平衡，因此他不同于其他商品，往往在一天内高峰负荷时表现为缺电，价格上升，

而夜间低谷负荷时电力富裕，价格下降，因此最好能将实时电价传送给用户。



当供大于求或供小于求时，通过电价信号使用户增减用电负荷达到供求平衡必须有两个

前提条件：一是电业部门能及时将实时电价传送给用户;二是用户有足够的调控负荷的手段，
如果用户没有足够的手段来增加或减少用电，就要采取可停电电价等鼓励措施，来调节负荷。

上面所讲的批发和零售都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的电
力市场，批发和零售市场相互分离，而且有不同的指导原则，一个是以市场为基础，而另一

个以管理为基础。发电厂卖给电网的上网电价随行就市，而电网对用户的销售电价固定不变。

当上网电价涨价时，价格信号传达不到用户，对需求不会发生影响，结果缺电数量不能减少，

上网电价居高不下，电网企业高价买进电力，低价卖给用户，最后出现严重亏损而破产。所

以美国加州发生的电力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电力体制改革必须与电力需求侧管理密切结

合，否则必然要以失败告终。

三、为两项改革的结合创造必要条件

要从美国加州和西部地区的电力危机中以及美国东部电网事故中吸取教训，其中共同的

一条是供应侧与需求侧的结合，让用户参与竞争的电力市场，可以使电力工业的市场化改革

取得成效，也可以提高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减少停电事故的发生，但是两项改革的结合需要

事先创造一些条件。

1.法律法规的准备

对于让用户参与竞争的电力市场，支持用户为竞争的电力市场提供能源和辅助服务，鼓

励建立需求侧管理系统，建立多种电价制度和实时电价，建立分布式发电技术的互联标准，

建立电网与各类用户之间的通讯和控制系统，都需要在有关电力的法律法规文件中予以明

确。

2.电价制度的准备

要使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需求侧管理相结合，实行价格联动和实时电价，把电力系统电

价的变化及时传送给每一个用户，必须事先设计好各种电价和各种电价的联动公式，当电力

市场正式运行时，只要确立了发电企业的上网电价，电力市场马上能够生成各种类型的终端

实时电价。

3.通讯和控制技术的准备

为了让用户全面参与竞争的市场，让有关用户能看到实时电价，电力交易中心应建立通

讯和控制设施，及时地把电价通知每一个用户。电力调度与用户之间要建立通讯系统。

4.计量和计价系统的准备

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需求侧管理相结合的实时电价，与传统的垄断电力体制下的电价体

系和电价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发电、输电、配电、售电分开后，各部分要分别计价。联动的

实时电价是根据发电竞争而不断变化的，因此发电与输电之间、输电与配电之间、配电与销



售之间、销售与用户之间都需要有新的计量和计价系统。

5.建立用户控制需求能力的准备用户要参与到竞争的电力市场中去，在电力系统电价高
的时候能够减少用电;在电力系统电价低的时候能够增加用电，为电力市场高效运行创造条
件。电力用户自身具有较强的调节电力需求的能力。

总之，要求减负荷时能减得下来，需要增加负荷时能加得上去;而用户要想具备自控需
求的能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综上所述，为了建立竞争性的电力市场，除了政企分开、厂网

分开、输配分开、成立调度中心和电力交易中心、成立电力管理机构之外，为了使用户参与

竞争的电力市场，还必须做好有关用户侧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四、结束语

电力工业的两项改革是先后提出的，开始时似乎两项改革并没有什么联系，而且似乎大

家更关心电力体制改革而冷落了已经开展多年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和综合资源规划。但是改革

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两项改革是互相联系的。电力体制改革只是在供应侧搞市场化改革，而

需求侧仍然是实施管制，这个电力市场是不完整的，不是一个真正的有活力的电力市场，是

不可能成功的。我们进行电力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电力工业的效率和效益，归根结底

是为了广大的电力用户能够获得高质量的、优质服务的、廉价的电力，有什么理由不让用户

参与呢?有什么理由把需求侧排斥在电力市场之外呢?

实践已经证明：供应侧有许多潜力可挖，同样需求侧也有很大的潜力可挖，电力用户不

仅应当在供应侧的改革中获得好处，而且可以在参与竞争性市场化改革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而且"用户根据市场价格来控制其需求是保证竞争的电力市场能够提供可靠性的服务和高效
运行的关键"。需求侧管理和电力体制改革应该结合、必须结合，而且一定要很好结合。这
个结合是电力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