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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需求侧管理亟待建立长效机制 
 

周伏秋 
 
 

摘 要 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渠道和有效方式。长效机制缺乏是当前电力需求 

侧管理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建立法律法规健全、政策配套、组织 

有力、机制灵活、重在实效的长效机制，是需求侧管理得以长期有 

效实施的关键和根本保障。 
     

面对近几年全国性的电力持续短缺局面，作为有效化解电力供应瓶颈制约

的有效方式，电力需求侧管理受到了全社会的空前重视，各地因地制宜地加强了

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电力供应不足带来的影响，促进了经济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电力需求侧管理不仅仅是化解近前电力供需矛盾的权

宜之计。从长远看，仅仅依靠电源建设将难以满足我国迅速增加的电力需求，由

于煤炭、运力、土地、水、环境排放空间、资金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电力工业及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筑在一条以“节约为本”的道路上。开展电力需求侧

管理将可以大幅度提高全社会电能利用效率，有效减少资源、环境和资金代价，

实现供需资源的协同优化整合，激励民众直接参与到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具有与

电源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无论在何种电力供需形势下都必须坚持开展、全面推

进。 

虽然近年来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成绩，但与建设资源

节约型社会的更高要求相比，与我国巨大的终端节电潜力相比，以及与开展这项

工作较好的国家相比，我国在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有较大差距，诸多问题和障

碍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是长效机制仍嫌薄弱。国外经验表明，建立和健全

长效机制是需求侧管理得以长期有效实施的关键和根本保障。因此，贯彻和落实

科学发展观，实现电力需求侧管理的“两个转变”，即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经

济技术手段为主转变，以移峰填谷为主向提高能效为主转变，建立法律法规健全、

政策配套、组织有力、机制灵活、重在实效的长效机制，是当前我国电力需求侧

工作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从长效机制建设的角度看，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是缺乏必要的配套

法律法规。电力需求侧管理涉及到众多社会主体的利益调整，需要有相关法律法

规的约束和规范。国外需求侧管理成功的基础在于建立了适当的法规体系，并有

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但目前我国还缺乏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规，不利

于有效调动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各种需求侧管理资源难以得到优化配置。二是

缺乏有力的经济激励政策。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涉及到转移负荷的补偿、负荷管

理系统的建设、节电产品的开发推广等，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客观上要求通

过价格、财政、税收等经济措施加以引导和激励。目前我国电价体系的改革日益

加快，近几年相继出台和完善了多种分时电价和差别电价，有效地支持了需求侧



管理的实施。但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基本上仍属空白，这方面的经济

激励所需资金基本上没有长期稳定的渠道。这也正是造成这项工作停留在有序用

电层面，而提高电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能效、促进电网安全稳定经济运行等其

它工作难以深入开展的主要原因。 

    鉴于长效机制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借鉴国外经验，建议从以下几个主
要方面加强需求侧管理长效机制建设：一是加快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从

世界范围来看，建立、健全需求侧管理法律、法规支持体系，是推进这项工作的

基础和重要保证。如美国先后出台了《节能政策法》及《公共事业单位管理政策

法》，法国颁布了《能源发展方向法案》，均明确提出要加强需求侧管理工作。国

家应在《电力法》、《节约用电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过程中，明确需求侧

管理各有关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确立需求侧管理的强制性原则，使需求侧管

理工作规范化、法制化。 

二是研究制定积极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建立公益性的专项资金来支持需

求侧管理实施已然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做法，目前有 20 来个国家建立了这类专
项资金，包括美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从

使用效果上看，这类专项资金对这些国家长期有效地开展需求侧管理工作大多提

供了有力支持，产生了可观的节电和削峰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促进了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参照这一国际经验，政府应考虑建立这方面的专项资金，

资金来源可通过适当渠道解决。在电价方面，应考虑扩大丰枯电价、季节电价、

分时电价实施范围，研究制定可中断电价等。在产业政策方面，应考虑对节电、

调荷产品和设备的开发和应用予以适当的鼓励。 

    三是将需求侧管理作为一种资源纳入电力发展规划。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部
门应组织电网经营企业，根据经济发展目标和电力供需特点，将通过需求侧管理

可节约的电力和电量作为一种资源综合纳入电力发展规划，并据此制定年度电力

需求侧管理工作计划，包括负荷管理目标、节电目标、实施方案等。 

四是加强机构体系和能力建设。需求侧管理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

要政府有关部门全面协调，电力企业、电力用户、节能中介组织等各方的共同参

与和密切配合，才能使这项工作全面、深入、长久、有效地开展下去。政府有关

部门应加强机构及人员能力建设，搞好综合协调，充分发挥对需求侧管理工作的

主导作用。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也应加强这方面的机构和能力建设，为需求侧管

理工作的具体实施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