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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Y 人民币元 (中国货币单位)

CPP 传统发电厂

DSM 需求侧管理

EEO 能效义务

EM&V 评估、测量和验证

EPC 合同能源管理

EPP 能效电厂

ESCO 节能服务公司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W 吉瓦/百万千瓦

GWh 百万千瓦时

MW 兆瓦

NDRC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tce              吨标准煤；通常1吨标煤等于 29.3076 G焦耳。在中国经常将所有的节能统计指标换算

                   成吨标煤。

TWh 10亿千瓦时

缩略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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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量多年来一直在快速增长，如图1所示。在能源消费总量伴随着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增长而不断增加的同时，从1980到2002年期间，中国经济的能源强度却

出现了下降，平均年下降速率为5％，从2002年到2005年的短期增加以后，又恢复了持续下降（见第

2页图2）。美国的能源强度也在不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比中国慢。自1973年以来，美国能源强度下

降的速度接近每年2％，但也有一些年份出现了明显的回升 1。

图 1.  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量（1980-2010）2 

1.引言

1. United State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2013).

2. Levine (2012).

3. Andrews-Speed (2012).

中国经济能源强度的不断降低可能主要归因于工业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它们的提高是通过技术

改进，研发和创新来实现的3。此外，由于逐渐认识到如果不能更高效地利用能源，必然会因能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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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中国，DSM仅仅注重电力行业的节能，认为DSM政策和项目与一般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目标是分开的。在各级政府，

负责管理DSM的政策和项目的机构与那些管理节能和能效的部门也不一样。

5. Lin, He, He, Hu, and Lu (2011);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0a).

不足而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制定了一套广泛和全面的节能计划。这些

节能项目覆盖所有行业，主要通过政府机构进行实施，而工业占终端能源使用量约70％（用电量按热

替换值计算），成为中国节能项目的重中之重。

20世纪90年代初，电力行业的需求侧管理（DSM）首次引入中国，尽管自70年代以来开展了一些

需求响应类的工作以满足峰值负荷的要求，但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带动的

耗电量激增，会日益产生能源和环境问题。起初，这些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能效，而是开展需求

响应和负荷管理，这被看成是一套能够平衡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的系统化方法4。在早年，中国的需

求侧管理工作主要由政府提供扶持资金。

随着多年来DSM工作经验的积累，中央政府认识到，电网公司可以通过实施终端用户的能效措

施，在实现节能减排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2010年11月，中国政府出台了关于电力需求侧管理条例的

指导意见（关于印发《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运行[2010]2643）6。这是针对国家电网公

图 2.  中国的能源强度（1980-20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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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中国，把提高能效作为义务的想法可能会被认为略显奇怪，因为人们认为DSM政策和项目与一般的节能和提高能效目标

完全不同，但这更符合能效义务的国际惯例。

8. 在中国，发电由单独的发电企业进行，电网公司从发电企业批量购电。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0a).

司和南方电网公司提出能效义务（EEO）7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这两家大型国有企业负责输配电、售

电业务，其终端用户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8。

这项提出能效义务的指导性文件，要求电网企业的年度电力电量节约原则上不低于有关电网企业

售电营业区内上年售电量的 0.3%、最大用电负荷的 0.3%。这一能效指标要求从2011年1月1日开始生

效，也为需求响应项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要求负荷监测能力达到本地区最大用电负荷的70%以上，

负荷控制能力达到本地区最大用电负荷的10%以上9 。

本报告介绍了中国实行电网公司能效义务的政策和计划出台过程，详细介绍了能效义务的实施情

况，并讨论电网公司在完成提高能效和降低需求的目标方面取得的成绩。最后，本文概述了一些近期

政策颁布的电力行业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电网公司将能效作为电力行业的一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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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参与节能减排始于20世纪80年代，各级政府成立了节能机构，规定了相应的管理职

能10。能源工程师和能源管理机构也加入到了大、中型国有企业，并指定专门人员负责管

理节能工作。地方政府和行业机构成立了200多家节能中心，它们的任务是作为政府的顾问单位，为终

端用户提供节能服务，包括提供培训和节能信息。这些节能中心最初由政府提供资金扶持，但后来转

变为靠销售服务赢取收入。

199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以下简称“节能法”）。该

法提供了一个政策框架，允许中国的33个省级政府可以颁布具体的地方性规章制度和节能法规。特别

是，该法要求各级政府必须为实施节能减排措施安排资金，并对每种高耗能产品的单位能源消耗设定

上限。

这项法律还要求地方政府建立一套制度，淘汰落后、高能源强度，高耗能产品和设备。这导致了

大量老旧、小规模、低效率和高耗能工业产能的出局，其中包括老旧、排放密集型发电厂等。这套制

度今天仍在继续执行。

1997年的节能法规定了重点用能单位为那些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在一万吨标准煤(tce)以上的用能

单位，要求这些单位指定能源经理，并定期向政府部门提交报告，汇报企业的能源消耗，能源利用效

率，以及实施的节能措施。

该法律还授权各级政府负责在其管辖范围内“监督和管理”本地区的节能减排工作。因此许多省

级政府纷纷成立了节能监管中心，负责检查节能设施，对违反节能法的行为征收罚款，甚至停业整

顿。

2004年，为了应对2002年开始的能源强度短期增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节能中长期

专项规划》。规划的首要目标是，到2010年将全国的能源强度在2005年水平的基础上降低20％ 11。

这项规划特别提出了“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包括：燃煤工业锅炉改造工程，余热余压利用工

程，节约和替代石油工程，电机系统节能工程，能量系统优化工程等。该规划不仅设定了2010到2020

年每个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能源强度目标，包括水泥，钢铁，石化，炼油和发电，还规定了到2010年提

2.中国政府的能效政策

10. Crossley (2013a).

11. 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该目标相当于在此期间降低19.1％的能源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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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主要用能设备的能效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07年这些指标、目标和政策也体现到了“十一五

规划”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在“十二五规划”（2011至2015）中，包括了到2015年

将能源强度在2010年水平上降低16%，将碳排放强度降低17％等指标。

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007年的法律条款包

括国家“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制度，将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

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该法律因此让完成能源强度指标成为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绩效评估的组成部

分。如完不成自己负责领域的能源强度指标，个别政府官员可能会受到惩罚。

2007年的节能法要求重点用能单位每年向政府提交报告，除1997年节能法要求的内容以外，这些

报告还必须包含该单位是否完成了能源强度指标的信息。该法还授权对不完成目标或未能实施节能措

施的重点用能单位进行处罚，这项规定涉及到15,000多个企业。该法律还允许实施差别化电价制度，

对某些拥有低能效生产工艺、或拥有政府限制或淘汰类设备的企业，可以收取更高的电价。

2010年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对中国的电网企业规定了能效义务，摆脱了从80年代开始由政

府参与节能减排的模式。以前的政府干预是一种“广撒网”式的产业政策，主要是为了在政府的推动

下实现技术升级。相比之下，电网企业的能效义务更注重于由电网公司来实施能效项目。

这份涉及能效义务的指导文件提出，应重点开展电力需求侧(DSM)工作，满足电力短缺情况下的

电力需求，解决中国中部和南部大多数省份的电力短缺问题12（尽管将来可能不会经常发生这些电力

短缺）。DSM被认为是一种机制，将有助于解决能源短缺问题，并解决长期可持续发展难题，如：

• 以最低成本提高终端用户的能效;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改善环境质量;

• 将需求侧资源纳入能源、社会和经济规划中；

• 提高电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最近，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电力行业的改革，尤其关注如何对电网公司进行管理和监管。2015年3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年〕9

号）文13），这项政策及其后续的几个实施细则文件中，显示出电网企业的监管以及经营模式方面会

出现一些重大改变，这些改变将更有利于电网企业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实施终端用户的能效项

目。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0a).

13.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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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管部门

在国务院主持下中央6个部委颁发的2010年的指导文件《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要求对电

网公司规定能效义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开展DSM工作的领导部门，其他5个部

委在本部门现有职责范围内开展DSM的相关工作14。

在中央政府层面，国家发改委为主要负责机构，负责DSM的短期和长期规划，进行战略政策设

计，执行电力价格监管。财政部的主要任务是解决DSM的融资问题，如提供资金，预算审批和对支出

的监督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职责是提出清洁产品和技术，制定产业规划，促进能效义务在工业企

业的实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公共资产，评估电网公司的业绩表现。国家能源

局负责落实DSM作为发电、输电和配电规划中的一项资源，确认电网公司在增效降耗方面是否取得良

好成绩。国家能源委员会参与能源政策的设计，负责各中央政府机构的协调。

在省级政府层面，各省政府负责制定实施细则。在一般情况下，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负责实施本省的能效义务。其他省级机构在特定的领域提供协助，包括：制定DSM规划，

为省级电网公司制订年度DSM工作目标，审批电网企业的DSM的实施计划，并调查各自省份的DSM资

源潜力。

3.2 能源种类

对电网企业提出的能效义务主要是节电。此外，来自其它种类的燃料的节能可转换成等效的节电

量，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标准系数换算成节能指标。

3.3 涉及行业

对于能效义务规定的节能降需指标，可通过所有经济部门和所有设施的终端节能量来完成。此

外，输电和配电网络中减少的损失也可算作一部分指标。这里没有针对特定的行业规定能效活动目

标，也不像一些国家的能效义务规定的那样，将某些行业排除在外。

3.电网企业的能效义务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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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节能指标

能效义务要求电网企业完成等同于上年售电量的0.3%以上的节能量，削减上年最大用电负荷的 

0.3%以上。

EEO还设立了一个子目标，要求负荷监测能力达到本地区最大用电负荷的70%以上，负荷控制能

力达到本地区最大用电负荷的10%以上。这为在中国实施需求响应项目提供了可能性。

与有些国家的能效义务做法不同，关于特定的经济部门，或者对最终用户的特定群体，中国没有

设置二级指标。

3.5 符合规定的节能项目

在实践中，电网企业可以按照发改委2011年15公布的，以及2014年修改16的《电网企业实施电力

需求侧管理目标责任考核方案（试行）》，开展五类节能减排活动，实现符合规定的节能量，完成节

能指标：

• 电网企业通过实施电网改造、加强运行管理等节能降损措施实现的节电量，包括发、输、变、

配等环节以及办公和生产辅助设施的节电量等;

• 电网企业通过所属节能服务机构实施的电力用户节能服务项目节约的电量;

• 电网企业通过交易方式购买获得的节电量指标17（不超过所有符合规定的节能总量的40%）;

• 电网企业通过推动电力用户实现的节电量；

• 电网企业通过其他方式实现的节电量。

作为另一个约束条件，只有通过第三方审计或通过在线监测设备记录的节能量，才能100％算作电

网公司的节能量值，否则只能认可80％的节能量。

《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规定，提高电网公司的终端用户的能效，是一种符合规定的能效措施。

对此，电网公司实施了一系列的市场营销，教育和宣传活动，力求完成自己的能效指标18。

国家电网公司的节能服务公司已经构建了一个节能服务平台，让专家和能源用户可以聚在一起学

习能效政策和技术，开展能源审计。2011年6月，国家电网还组织了一项终端能效推广活动。这项活

动广泛宣传节能信息，号召人们提高能效，倡导低碳生活方式19 。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1a).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4a).

17. 如果电网企业自身没有实施能效项目，可以直接从其客户（或者其他ESCO）手中购买节能量。

18. 对于通过提高能效由客户实现的节能量，只能有10%归于电网公司，而且这部分节能量不能超过电网企业节能总量的5%。

19. 国家电网公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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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公司为大型用户提供能源审计，并在炼钢、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开展能效示范项目20。

南方电网还开发了一个称为“南度度”的节能服务平台21。

有三种节能量被确定不能算在电网企业的节能目标内22：

• 以商业运营为主要目的的新能源发电项目;

• 电力电量节约量难以合理认定和审核的项目；

• 通过实施有序用电减少的电力电量23。

电网公司还可以利用自己经获得的节电量来核算减少的电力，用来完成电网企业的节约电力目

标。节约的电力与发电机组年平均运行小时相除，可换算为年度节电量（不含从其它种类燃料换算的

节电量）。

电网公司开展的节约电力的工作，可包括协助客户调整生产计划，利用错峰技术和安装新型设备

（如热泵或冷暖空调机），以改善最终用户单位的负荷系数。

与有些国家的电网公司能效义务方案不同，《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中没有规定如何审批符合规

定的节能措施，也没有规定特定的节能措施必须完成的节电量。《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要求各省制

定自己的实施规则，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本省的能效措施24。

在《电网企业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目标责任考核方案（试行）》中，国家发改委建议，但不强制

要求，实施以下节能措施25：

• 输电和配电系统中的节能；

• 高效节能电动机，锅炉节能改造，余热余压利用，热泵安装；

• 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电蓄冷、电蓄热和其它能源管理项目。

国家发改委还鼓励电网企业降低不同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损耗，使用高效变压器，减少供电半

径，并执行客户端的功率因数校正。

3.6 解决用电高峰负荷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大部分省份都出现了电力供应紧张和电力短缺的局面，尤其是在炎热

20.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 (2010).

21.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2014).

22.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1a).

23. 有序用电是指在供电紧缺时期由地方政府对部分用电企业采取不同的限电措施，以缓解用电紧缺状况。

24.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0a).

25.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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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由于结构调整和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可再生能源强劲增长，良好的能效表现，以及燃煤电厂建设迅猛，许多省份将来都

可能会遇到供电过剩的情况。

27.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2011b).

28.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0a).

29. 自1964年起开始征收这笔附加费，用于支持公共事业单位建设。各省级政府为每个项目制定收费数额，比如工业用电附加 

费是电价的5-10%。

30. 中国国务院 (2006).

31. 阶梯电价在八个行业（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钢铁，黄磷，锌冶炼）的高耗能企业实行。根据资源消耗

和技术水平将企业分为三类，这三类企业及其适用的价格是：“允许和促进类”支付标准的省级工业电价;“限制类”支

付0.05-0.1元/千瓦时的附加费，“淘汰类”企业在第一类电价之上，增加支付0.2元-0.3/千瓦时的电价附加费。新的定价机

制，如分时电价，阶梯电价，季节性电价，可中断负荷电价等，只在一些中国的大城市应用。

的夏季26。虽然这份涉及电网公司能效义务的指导文件规定，电网公司的DSM活动应优先满足供应紧

张和电力短缺期间的电力需求，然而，采取行动解决电力供应问题的责任多落在省级和地方政府，而

不是电网公司。

用电高峰负荷问题一般是通过行政部门的规划与合理化过程来解决，称为“有序用电”27。每

年，省级和地方各级政府都要针对不同程度的缺电情况制定计划，确定合理的电网容量。这些计划首

先采取错峰、避峰措施，再限电，最后拉闸。对于一些重点用电户提供保证（“稳定”）供电，而对

其他用户则按照配给措施进行排序，必要时给予事先限电警告。

省级和地方政府的电力运行部门（或对口部门）负责监督有序用电过程，需要时，由每个用户提

出可以削减多少负荷。实施削减高峰负荷的顺序，是由政府领导，电网公司和用户共同参与来决定

的。当用电高峰负荷超过可用电网容量而必须削减需求时，政府部门必须决定哪个终端用户要在高峰

时间被切断，按照预定的顺序进行实施。一旦决定了削峰顺序，留给最终用户谈判是否会被削减，或

者实际削减的时间将是非常有限的。

3.7 DSM和能效项目的资金来源

《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规定，DSM项目的实施，管理和评估费用可以来自以下四种资金渠道28：

• 来自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通过电费进行征收29；

• 通过征收差别电价，主要是通过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实施差别电价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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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政府通过征收和管理的电价附加费来资助DSM专项基金，这些省级专项资金为开展能效项

目，以及宣传、教育和能效项目的评估提供补贴32；

• 通过其他财政手段，例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从中央和省级政府的预算中支出33。

《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还提出，电网企业合理的DSM支出可作为供电成本的一部分进行回收34。

目前，电网公司正在回收DSM的成本，通过设立一个范围广泛的会计科目“供电成本”将其涵盖在

内。虽然没有一个单独核算的科目或报表机制，能够让电网公司分开核算DSM费用，但是，要让电网

企业在各地实施的输配电价试点中能够纳入准许成本，电网公司就必须要能分开核算DSM的费用。

对于成立了附属节能服务子公司ESCO来开展能效项目的电网企业，有可能从中央政府申请到

ESCO专项资金。2010年6月，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颁布了一项新的财政激励政策，用于支持节能服务

公司开展节能效益分享型合同（EPCs）35项目 。 2010年10月，更细化的规章制度36规定，财政优惠政

策可适用于锅炉/窑炉改造，余热余压利用，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绿色照明，节能建筑项目

等。该条例还列出了那些不能享受资助的项目，如旨在提高产能的项目，以及涉及太阳能，风能，生

物质能以及热电联产项目。

为了获得奖励，节能服务公司需要在国家发改委正式登记备案，并安装设备和实行报表制度，能

够测量所取得的节能效果。根据这项政策，合格的EPC项目每节能一吨标准煤（标煤）可从中央政府

获得240元补贴，根据地方财政状况，可从省、市政府得到至少60元/标煤奖励。只有在国家发改委登

记备案的电网企业节能服务公司有资格获得这笔资金。

虽然有各种资金来源渠道，中国的电网企业的节能降需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此外，由于

售电量的减少，电网公司的收入锐减。目前，中国的监管体制并不对电网企业为此减少的收入给予补

偿。与其它国家的电网企业一样，中国的电网公司对由于鼓励用户更有效地用电所导致的成本增加和

收入的减少都很担心，中国的情况更严重，因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根据电网公司的

32. 例如，在宁夏自治区和吉林省，DSM专用附加费固定为0.001元/千瓦时.

33. 这笔专项资金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给予补贴，贴息，或其他优惠政策，鼓励绿色生产和环保项目。地方政府根据项目方案和

资金需求选择项目，各省之间支持力度有所不同。根据20个省的节能减排审计结果，2007年至2009年间，共下拨了1240亿

元，用于支持节能减排项目。

34.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0a).

35. 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 (2010).

36.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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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Crossley (2014).

38. Crossley, 王轩，何枭（2014）.

39.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1a).

40.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4a).

41. 未完成电力电量节约指标的电网企业也被认为不合格。

收入和利润来考核企业的绩效，没有认可电网企业节能成绩方面的绩效指标。对电网公司管理层而

言，他们担心公司的业绩可能会因为履行能效义务开展能效项目所减少的利润而受到影响37。

将来，如将DSM成本作为准许成本而计入输配电价，之后进入零售价格，电网企业也许能获得新

的资金来源，用于开展DSM和能效工作38。

3.8 节能评估、测量和验证

2011年，国家发改委下发了用于考核电网公司能效义务工作的《电网企业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目

标责任考核方案（试行）》39，并在2014年进行了修订40（见表1）。对电网公司有关节能工作的绩效

评估基于一套评价打分系统，根据节约电力电量和实施DSM活动的完成情况进行评分，满分为100分，

与节能指标完成情况相关的最多可得60分，与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情况相关的最多可得40分。试行

办法中划分了四个绩效等级：优秀（>90分），良好（80-90分），合格（70-79分），和不合格（<70

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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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电网公司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目标责任考核方法42,43 

考查指标                                    得分                                                              评估标准 (2014)

                                       2011               2014 

                                                                                    节电 (60 分)

*年度节电量指标           30                   20           完成指标100% : 20 分

                                                                                              完成指标50%-90% : 10-18 分

                                                                                              完成指标 50% 以下: 0 分

*年度节约电力指标           30                   30           完成指标 100%: 30 分

                                                                                              完成指标50%-90% : 15-27 分

                                                                                              完成指标 50% 以下: 0 分

终端用户节电量                    10           终端用户节能占总节电量10% 以上: 2 分; 20% 5 分; 

                                                                                              30% 8 分; 40% 10 分; 不到10% 0 分

                                                                             DSM 工作绩效 (40 分)

制度建设                           3                   3           制定 DSM法规和政策: 1 分

                                                                                              制定DSM 管理工作计划: 1 分

                                                                                              明确评估考核办法，核实奖惩制度: 1 分

组织管理                           2                   4           落实 DSM 管理部门职责，定期召开工作会议:1 分

                                                                                              配备 DSM 专业人员:1 分

                                                                                              定期开展年度评估: 2 分

宣传培训                           3                   4           每年至少开展四次宣传活动: 1 分

                                                                                              开展至少两次培训活动: 2 分

                                                                                              针对有关员工制定培训计划: 1 分

开发数据平台                     6           开发和应用数据平台: 3 分

                                                                                              实现终端用户的在线检测，提供节能服务: 3 分

技术支持                           5                   2           对当地70%的高峰负荷实施负荷监测: 1 分

                                                                                              对当地10%的高峰负荷实现负荷控制: 1 分

资金投入                           5                   5           建立和运行 DSM 专项资金: 5 分

实施电力需求侧新机制         6                   6           成立节能服务机构，开展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1 分

                                                                                             利用价格信号，如尖峰电价和双储电价，帮助客户开展 

                                                                                              DSM 项目: 1 分

                                                                                              建立需求相应新机制: 2 分

                                                                                              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DSM 新融资渠道: 2 分

重点项目实施成果                 6                     5                     根据评估结果，如有一个重点节能项目未完成，扣 1 分

其他考核                                10                    5                     这些分数分配给省级各电力运行管理部门。

* 这些是门槛标准，未完成这些节电或降低负荷指标的电网企业被认为不合格。

42.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1a).

43.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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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Crossley (2013c).

45.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1a).

46.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4b).

2014年更新的电力需求侧管理考核方案考虑到了电网公司在实现其能效义务方面的经验，对各类

分数的分配做了调整，见表1。增加了两个新的指标评估类别，对电网公司取得的终端用户节电量评分

（与供应侧节电，如降低线损不同），以及关注电网公司建立数据平台监测节电量取得的进展。

电网公司先按照自己的评估测量验证方法自报节能量，其中利用了国家电网下属单位中国电力科

学研究院为一些能效措施开发的认可节能量值。2013年初，国家发改委下发了一份节能测量、上报与

核实工作手册的初稿，这份手册主要根据美国的节能测量认证实践编制而成，供电网公司和省级政府

试行。这套方法随后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电网公司的能效义务还要求对70％的峰值负荷安装监测设备。从这些设备采集的能源使用数据，

以及通过数据平台汇总的数据，最终将形成一类宝贵的国家资源，对中国的能源利用状况提供一种独

特的视角44。有了这些数据，就完全有可能为能效项目开展和实施高精确度的评估、测量和认证。

3.9 节能绩效奖励与惩罚

根据考核办法45，国家发改委将奖励那些达到“优秀”节能绩效的电网企业，但对于如何奖励没

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目前，对于未完成节能指标的电网公司，还没有进行惩处，但发改委颁布了未

达标企业的具体细节。

3.10 电网企业的节能效果

在2012年、2013年和2014年，所有的电网公司都超额完成了他们的电力电量节约目标，有些电网

企业只超额完成了1GWh，而有些省级指标较低的电网公司，大幅超额完成了节能目标。2013年，总

节电量（在第一年的节电量基础上）达到了162亿千瓦时，总负荷下降了3.44 GW。2014年的节能绩效

稍逊，总节电量为131亿千瓦时，削减负荷2.95GW。这一节能效果的下降，可能是由于电网公司从自

身运营中找到相对容易的节能项目，转向开始注重终端客户的节能项目。

2013年，按照考核办法，各省级电网公司，除西藏外，全部通过了考核，有17个被评为优秀，12

个被评为良好，1个合格46。2014年，没有公开发表单个电网企业的评审结果。

表2给出了2013年和2014年各省电网公司的详细节能绩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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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4b).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为响应能效义务，国家电网公司在其所有26个省的业务区域内都成立了节能服务公司，作为国家

表 2.  电网企业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目标责任完成情况47 

省份                                  节约电量 (GWh)                                              节约电力 (MW)                             评估结果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指标         实际           指标          实际          指标           实际          指标         实际  

北京     236       255          246            247            47.2           56.9          52.8          66.5         优秀       N/A

天津     182       194          195           207             34.9  37.2     39           40.9         优秀       N/A

河北     785      1001          836            929           131.1        160.9           145         186.6        优秀       N/A

山西     384       646          407           576             66.5         114.4          76.6    131.2        优秀       N/A

内蒙     299       342             324          410 40 49.4    67.3      71.7     良好     N/A

山东     403      1252            433          573            152.1        283.9         169.9         170.2       优秀       N/A

辽宁     449       582             482          848             71.5         144.3          73.2          188.5       良好       N/A

吉林     107       175             110          183             29.2          47.6           27.6            37.6       良好       N/A

黑龙江     141       169             146          148             33.9          42.5           34.6            39.2       优秀       N/A

上海     329       490             351          420 78            99.2    88.2       92.6        优秀      N/A

江苏    1136      1190          1257         1352            205.7        238.1        233.3           286         优秀      N/A

浙江     327       384            353           416             155.2        199.2        163.9         180.1        优秀      N/A

安徽     317       782            354           428              68.1         148.9         79.7            80.5        优秀      N/A

福建     165       432            407           413              76.1         120.4         76.6            82.9        良好      N/A

湖北     349       604            385           460              70.7         155.4         80.2           108.6       良好      N/A

湖南     358       668            289           353             105.6 190.4          65             100.9       优秀      N/A

河南     421       708            445           526             133.3        188.5         144            146.7       优秀      N/A

江西     102       209            102           204              41.2           55             45             46.8         优秀      N/A

四川     438      1008           467           558              73.2        193.1          79.7           79.9         良好      N/A

重庆     160       249            180           208              35.7         59.3            42             48.3         良好      N/A

广东    1226      1727          1275          1341          235.4        333.1        251.4          282.3        优秀      N/A

广西     212       259            223            232            40.7          49.9            41             44.6         良好      N/A

贵州     243       275            259            276            44.9          54.6           47.6           53.2         良好      N/A

云南     271       271            294            339            44.7           73             45.9           97.2         良好      N/A

海南      47        52              52              75              8.4 11.3            9.5            15.2         良好      N/A

陕西     191       367            199            260            46.4 75.8           49.5           53.4         优秀      N/A

甘肃     210       506            228            396            37.5           83.2          43.6            81.9        良好      N/A

青海     163       207            183            194            22.9           33.7          26.4            40.9        优秀      N/A

宁夏     185       311            202            266            29.1           58.9          33.8            55.9        优秀      N/A

新疆     161       923            210            296            41.1           77.8          36.8            39.2        及格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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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2014).

49.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2011).

50.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 (2010).

51. “能效电厂”（EPP）一词于2014年首次由睿博能源智库在中国提出，它指精心挑选的一个能效项目组合，在特定时间

内，削减一定量的电力负荷，可靠性类似于建设一个常规发电厂（CPP）。EPP这一概念认为，常规发电厂有明确的规划和

投资框架，而能效项目目前没有，如果以协调的方式开发一个能效项目组合，可以和常规发电厂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考虑。

52.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 (2013).

电网所属省级电网公司的附属企业，外加一个总部级别的能源服务总公司。截至2014年10月，所有这

些节能服务公司，除西藏外，都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备了案，其主要职能是实施能效项目，提供专

业化的能源和咨询服务，并协助组织讲习班和研讨会，以更好地吸引终端用户参与能效项目。到2014

年底，国家电网公司签署了433项节能项目合同，总投资12.5亿人民币，预计每年节能22.5亿千瓦时48。

国家电网还建设了高压直流输电线路，降低了线路损耗。此外，国家电网还加强了绿色采购工作，推

广高效节能产品、高效电动机、以及其他节能设备49。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

南方电网在总公司一级成立了一个能源服务公司，负责服务南方电网业务区域内的所有四个省

份。2007年，南方电网启动了一项“绿色行动”计划，用以完成公司的能效义务指标。在这一项目

下，南方电网开展了以下工作50：

• 通过优化电网结构，选用高效节能变压器，并引入创新型输电系统设计，提高了输配电网络的

效率。2013年的线损率下降到6.02％;

• 通过实施节能（环保）调度，优先调度可再生能源，以及更高效的燃煤发电；

• 通过建设能效电厂51，充分发掘绿色照明，高能效电器设备和家用电器的节能潜力，计划在

2010年至2015年间节约272亿度电;

• 从单纯的高峰负荷管理转变为终端用户的能源效率，从单纯的用电管理转变为南方电网的节能

服务子公司的全面能源服务，强调能源服务。从2010年到2013年，节能服务公司成功地帮助客户节省

了60亿度电52;

• 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宣传节能概念，普及节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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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成本效益

在中国，没有透明的精心设计的框架，用来在设计能效项目方案时正规地考虑成本和效益，也没

有任何关于“合理成本”的定义，由于缺乏准确的定义，很难决定成本效益分析中需要包含哪些成本53。实

施能效项目，通常是为了完成政府的节能指标，如履行电网公司的能效义务，虽然个别项目可能开展

了一定形式的成本效益评估。尤其是，并不考虑总资源成本和供给侧的效益，而相比之下，这些都是

其他国家的标准做法。

在美国，电网企业发现，开发能效资源往往更便宜，比发电或购电更经济。在中国，电网企业目

前并不评估相比起从发电厂批量购电，获得能效资源的成本效益。电网公司来做这种评估是有困难

的，因为目前还不具备独立核算DSM成本的机制，尽管将来可能会建立起这样的机制。将节能服务公

司开发能效资源放在电网企业的核心业务之外，也使得成本效益评估难以实现54。

3.12 总体有效性

中国电网企业的能效义务相对较新，电网公司在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以实现节约电力电量目标

方面都遇到了一些困难。两大电网公司都选择了成立附属节能服务公司来开展能效项目。这种利用能

源服务公司作为主要节能机制的做法，将获得能效资源的任务下放给了电网公司核心业务之外的一个

独立的子公司，而不是将节能融入电网企业的商业模式之中55。这引起了人们对电网公司是否真正履行

能效义务的疑问，并认为假如政府不采取进一步的政策行动，这种电网公司的能效义务机制可能不会长

期持续下去。此外，电网公司能效义务的两大指标比起其他国家电网企业的能效义务要低很多56。2013

年，总节能量（在第一年节约量的基础上）为162亿千瓦时，总负荷减少了3.44 GW。这些节约量比大

多数其他国家的年节约量都多，但考虑到中国的规模时，这些目标并不算高。虽然现在对中国电网公

司能效义务工作的有效性作出稳健的评估尚为时过早，但目前的表现并不突出。

53. “合理成本”最早是由深圳的输配电定价试点项目尝试提出的。

54.  Crossley (2013b).

55.  Crossley (2013b).

56.  Crossley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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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Crossley (2014).

58.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2015).

59. Crossley et al. (2014).

60.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5c)

61.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5a).

62. Migden-Ostrander, Watson, Lamont, and Sedano (2014).

63. Dupuy, Crossley, Kahrl, and Porter (2015).

在一些国家，电力公司将终端能效作为一项资源来满足客户的能源服务需求57。能效被看作是一

种具有成本效益的资源，用来代替投资兴建供应侧资源，如建设电厂，扩建电网等。以这种方式使

用，提高能效为电力系统、电力用户、以及整个社会带来多重效益。

2015年3月，中国政府政颁布的政策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5年〕9号58）》承诺，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以“准许成本+合理利润”为原则的电网企业监管

政策。这一监管改革将有利于电网公司实施具有成本效益的能效项目，开展DSM工作，并最终走向将

能效率作为电力行业的一项资源。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政策文件包括，将现有的几个输配电价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这些试点从

2014年11月开始首先在深圳和内蒙古实施59，2015年5月，中央政府宣布，第一批试点中实施的监管原

则将扩大到云南，安徽，湖北三省，以及宁夏自治区60。

根据实施细则，这种试点省份实施的输配电价改革可为电网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通过打破销售

电量与电网公司收入之间的监管联系，支持节能和DSM工作。具体地，对于每个参加输配电价改革试

点的电网公司，政府都规定了其三年期间的收入水平61。虽然这种定价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运营效

率，但它为电网公司带来的额外好处是，降低了由于终端能效提高而导致电网企业收入减少的威胁。

电网公司的收入上限，降低了“产值效应”，避免了电网公司依靠供应电量的增加，以维持他们的收

入和利润，因此。这种方式使得电网公司的收入与销售量“脱钩”。美国的很多州都采用了类似的收

入上限监管制度，以帮助电力公司为终端客户提供更高的能效62。

虽然输配电价试点并不是专门为了鼓励电网公司实施DSM以及终端能效项目而设计的，但参与试

点项目的电网企业原则上可以按照试点的规章制度63，将实施DSM和开展能效项目的费用打入“准许

4.能效作为一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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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范围。《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规定，电网企业支出的合理DSM费用可以作为供电成本的一部

分加以回收64,65。

内蒙古西部输配电定价试点项目制定的新规则为电网公司DSM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要求针对电

网企业提供服务的不同方面制定激励机制66。新规章制度明确提出“加强DSM工作”作为制定激励机

制的一个方面。这一规章制度的制定，应为内蒙古的电网公司开展DSM工作建立一种有效的绩效奖励

制度，并能在全国推广。在美国，一些州已经建立了绩效奖励政策，鼓励电力企业开展终端能效项

目，一些美国的电网企业，在完成指定的能效目标以后，可获得巨大的资金收入67。

在中国，必须要密切关注落实政府规划的电网公司监管改革的细节，促使电网企业认真考虑将能

效作为电力行业的一项资源。政府必须坚持取消鼓励售电量的政策，此外，在现有的能效义务的基础

上，还要推出财政激励政策鼓励电网公司开展具有成本效益的需求侧管理，提高终端能效。

64.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0a).

65. 2015年中期，有消息称DSM费用可打入准许成本。

66.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5b).

67. American Council for an Energy-Efficient Economy (2015)（美国能效经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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