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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provinces have carried out the pilot project on the reform of the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price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the power price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After the electricity price reform, the government approves the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
tion price, strengthens the supervision and cost constraint for the power grid enterprises, raises 
the demand for the power grid’s economy, and changes the profit mode of the power grid enter-
prise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price, 
according to calculation method and pricing mechanism in the Provincial Power Grid Transmis-
sion and Distribution Pricing Measure (Trial), build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pricing 
model. From three aspects of investment scale, investment structure, investment timing, analyses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price for power grid invest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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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深入电价改革，已有多个省份开展了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工作。电价改革后，政府通过核定输

配电价，加强对电网企业的监管和成本约束，提高了对电网经济性的要求，改变了电网企业的盈利方式。

为了应对电价改革而带来的影响，根据《办法2016》中输配电价的计算方法和定价机制，建立输配电价

模型，从投资规模、结构、时序三个方面分析了电价改革对电网投资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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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电改 9 号文》)、《输配电定

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2016》)等文件的下发，我国已经在多个省份开展了试点工作。

新的输配电价按照不同电压等级核定输配电价，并且把“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作为新的定价原则[1]。
与国家电网公司过去采用购销差价的盈利模式不同，在电价改革的形势下，政府担当了输配电价核定的

角色，电网企业收取核定后的输配电价[2]，这将加大对电网企业的成本约束进而大大提高对电网经济性

的要求[3]。 
电价改革将会给电网公司带来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如电网规划和投资收益等[4] [5]。同时，政府相关

部门将对电网公司的有效资产范围进行明确、细致的划分，进一步确定新的输配电价。所以，讨论电价

改革条件下电网投资策略对电网企业的发展十分迫切。 
电网投资关系到能源安全和国计民生，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带动作用，是电网向精益化转变的

关键环节[6]。本文根据《办法 2016》中输配电价模型，从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时序三个方面提出

了投资策略，引导电网企业合理投资。 

2. 电价改革对电网投资规模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2.1. 投资规模模型的建立 

电价改革后，监管部门将核定电网企业投资规模，监管政策会对投资提出进一步的规范性要求，准

确调控电网企业的投资规模[7] [8]。在监管周期之内，对于低于规划投资额的投资，其所对应的准许收入

扣除 70%，当高于规划投资额时，却不再上调[9]。为了调节投资规模中的差额，引入不平衡账户[10]。 
依据《办法 2016》，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模型为： 

t
t

t

IP
Q

=                                       (1) 

式(1)中， tP 和 tI 为第 t 年的输配电价和准许收入， tQ 为监管周期中预测的第 t 年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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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政府部门审批后的 tI 和 tQ 核准了 tP ，此时电网企业的实际收入 sI 将只与实际售电量 sQ 有关，如果

tsQ Q> ，那么 tsI I> 。 sI 与 tI 的差额表示为 ( )s t tI Q Q P∆ = − 。依据相关政策，如果 I I∆ 超过了 6%(如深

圳将平衡账户的数值设置为 6%)，将触发平衡账户之后的调价机制[11]。因为 t t tI PQ= ，所以调价机制的

启动条件为： 

( )
1 6%s t t s

t t t

Q Q P Q
PQ Q
−

= − ≥                             (2) 

从(2)式中可以看出， sQ 和 tQ 并不相同， s tQ Q 的值在 [ ]0.94,1.06 之间变动，启动平衡账户。若 s tQ Q
不在此区间，则需相应的调价机制对输配电价进行调节。因为 tQ 是一个变量，所以电量增长率 gQ 超出

6,6% %g gQ Q− +  的变动就需要启动调价机制。其中，电量增长率参数反映了市场需求，是针对于启动

平衡账户和调价机制的首要关注点。 

2.2. 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模型的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关注实时电量。在不计提电价约束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供电的安全性、可靠性和供电质量，

有效资产的增长应和电量的增长相适应，即加大对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大额用电地区的关注力度，实时

获取季度性用电量的规律，准确把握年限之间基础用电量的增长速度，进而精准把握投资规模和方向。 
第二，重视潜在投资。根据参数属性出发，核定的准许收入𝐼𝐼𝑡𝑡与预测电量𝑄𝑄𝑡𝑡达到期望目标电价时，

可有效激励引导外部投资和企业内部控制成本，即电量不可能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国家和电网公司都希

望电价保持稳定增长，那么在一个阶段内电价达到目标电价时，电网企业考虑将盈余资金进行外部投资，

同时注重企业内部成本控制。 

3. 电价改革对电网投资结构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本文对投资结构作的分析主要是投资结构中关于不同电压等级输、变电项目对输配电价的影响。 
依据《办法 2016》的规定，输配电价要依据不同电压等级分别制定分电压等级的输配电价。电压等

级分为 500 kV (750 kV)、220 kV (330 kV)、110 kV (66 kV) 35 kV、10 kV (20 kV)和不满 1 kV 等 6 个电压

等级。因为 500 kV 项目投资周期长、金额大，通常情况下不会体现在投资结构决策中，而 35 kV 在很多

地区在逐渐淘汰。故此，不将这两个电压等级的项目作为研究对象。最终分 220 kV、110 kV、10 kV 及

以下三个电压等级分析，并结合电网实际运行情况，运用边际成本法分析各电压等级的成本。现仅从财

务部分定性分析。 

3.1. 不同电压等级输配电成本模型 

假设规划期为 t 年， 1,2, ,t n= � 年，电压等级从高到低记为 u = 1，2，3。根据不同电压等级对应的

合理成本分电压等级核定电价[12]。 
首先，需要按照适合的折现率对预测规划期各年各电压等级的输、变电投资额进行折现，公式如下： 

( )
( )

,
1 1

u
n t Lu

NPV L nt

I
I

i
η

=
=

+
∑                                 (3) 

( ) ,
1 (1 )

u
n t Tu

NPV T nt

I
I

i
η

=
=

+∑                                 (4) 

式(3)、(4)中参数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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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平均增量成本计算公式： 

( ) ( )u u u
AICL NPV L NPVS I Sη η= ∆                               (5) 

( ) ( )U u u
AICT NPV T NPV DTS I Pη η= ∆                              (6) 

式(5)、(6)中参数见表 1。 
其次，依照相应的年投资回收系数，并且将各电压等级的运行维护费考虑在内，对各电压等级的不

同阶段的输、变电项目在规划期内相应的年金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1
, ,

1 1

n
u u u u
L AICL AICL AICLn

i i
A S A P i n M S S

i
θ

+
= + = +

+ −
                  (7) 

( ) ( )
( )

1
, ,

1 1

n
u U U u
T AICT AICT AICTn

i i
A S A P i n M S S

i
θ

+
= + = +

+ −
                  (8) 

式(7)、(8)中参数见表 1。然后采用峰荷责任法，根据不同电压等级的高峰负荷需求与送受电关系，

把对应的输、变电年金分摊到相应的电压等级。 
最后，在计算出不同电压等级的年金后，再依据相对应的负荷利用小时，将其转换成电量电价的形

式[13]。 

3.2. 对策建议 

通过分析不同电压等级下输、变电成本模型，使电网企业最终实现“以需求定结构，以能力定规模”

的投资规模和结构预算。确定自身的投资能力进而预估投资规模，再对投资结构进行优化。 
高压项目在建设阶段时，投入的有效资产多，会加大初始投资的压力。从财务角度出发，如果在建

设初期投资低压项目的比例略大，虽然前期需要资金与高压项目相比显得较低，但是在后期的运维成本 
 

Table 1. Formula (3)、(4)、(5)、(6)、(7)、(8) parameter table 
表 1. 公式(3)、(4)、(5)、(6)、(7)、(8)参数表 

参数 含义 类型 

( )u
NPV LIη  电压等级 u 的线路投资额的净现值 因变量 

( )u
NPV TIη  电压等级 u 的变电投资额的净现值 因变量 

i 折现率 控制变量 

,
u
t LI  第 t 年电压等级 u 的线路投资额 因变量 

,
u
t TI  第 t 年电压等级 u 的变电投资额 因变量 

uS∆  电压等级 u 的供电负荷变化量 控制变量 
u
AICLS  电压等级 u 线路长期平均增量成本 因变量 
u
AICTS  电压等级 u 变电长期平均增量成本 因变量 

u
DTP∆  电压等级 u 的总的高峰负荷需求变化量 控制变量 
u
LA  电压等级 u 线路部分平均增量成本年金 因变量 
u
TA  电压等级 u 变电部分平均增量成本年金 因变量 

θ 运维费率 控制变量 

M 每年运行维护成本 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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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会偏高。其中，运维成本 M 主要影响 u
TA 、 u

TA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输、变电部分的成本会相

应增加。对于电网企业而言，运维成本又是一个可控性较强的因素，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每年多进行运

维成本的分配。同时，低等级的电压还要承担上一级电压分摊下来的成本，电网企业还可以适当提高对

高压项目的投资，增加自己的合理成本。 
在投资结构安排方面，有效资产的形成将会成为电网企业发展的核心。在总投资不变时，根据政府

部门的监督标准，在满足自身业务需求之后，电网公司的投资应偏向能够转化为有效资产的项目投资，

比如社会责任类、电力先行类等项目。电价改革后，电网公司增加可计提准许收入的方式将会变成投资

的增加。根据《办法 2016》中定义的可计提有效资产范围，通过网络信息化先进手段完善成本归集和披

露体系，进而转化到按不同电压等级计算成本，实行成本精细化管理，使电价水平合理、稳定。 

4. 电价改革对电网投资时序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4.1. 对投资时序的影响 

在电价改革的条件下，竞争、监管、宏观经济波动等几个因素都将会影响电网公司的投资预算安排

时序[14]。首先，输配电价改革之后，其他电网企业也将进入配售电行业，加大市场竞争；其次，政府相

关部门将会严格要求电网企业的投资规范性，优化电网企业的投入结构和时序；最后，在我国经济新常

态大趋势下，电力电量需求的增长趋势波动较大，使得分析投资结构和时序的难度加大[15]。在分析投资

时序时很难做出定量的分析，仅做单变量的定性分析。 
对投资时序的影响包括以下三个方面：输配电量的变动、折旧的变动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变动。 

4.1.1. 基于输配电量变动对投资时序的影响 
根据《办法 2016》中输配电定价模型可知，增加电量和有效资产对输配电价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

前者使输配电价降低，后者使其提高。但有效资产对输配电价的影响通过净资产收益率的乘数效应降低

了其影响程度，因此电量增长率比有效资产对输配电价水平的敏感性系数大。所以电量的升高会使输配

电价降低。 

4.1.2. 基于折旧的变动对投资时序的影响 
由于投资时序的不同不会影响下一个监管周期的准许成本，而根据《办法 2016》中有效资产的计算

公式可知，对监管周期新增有效资产核算时，需减去监管周期相应折旧费。因此，在监管周期内，投资

固定资产的时序越靠后，新增有效资产对应的折旧费就越少，下一个监管周期的可计提有效资产就越多，

从而导致下一个监管周期的电价水平越高。 

4.1.3. 基于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对投资时序的影响 
若电网企业有闲置资金，通货膨胀率的显著升高会使货币贬值，增加企业的机会成本。企业应调整

投资时序以应对因通货膨胀率的升高，降低其产生的机会成本。 

4.2. 对策建议 

通过分析影响投资时序的因素，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由于输配电量的需求对电网企业投资时序产生影响，因此电网企业对电量需求的预测就显得

尤为重要，应选择合理、准确的方法预测电量。如根据基期的输配电量与年末产生的实际输配电量之间

产生的差额，计算电量增长率，预测下期的输配电量需求，进而优化投资时序。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合理的预测方法预测电量需求，依据预测的电量需求合理的安排投资时序。避免盲目在监管周期内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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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投资规模，导致下一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水平大幅度波动。 
第二，电网公司应做好增量配电项目，这些业务大多集中在具有大量电力需求的各类工业园区，能

够促进当地经理的增长，并且其配电网络规范，对于社会资本的进入要求较低。所以，电网公司要积极

收集各园区的企业建设情况和配网建设需求，争取负荷量，提高电量预测的准确度，提前做好布局，安

排规划投资，缩短项目建设周期。 
第三，电网规划投资往往存在需要多年建设的项目，比如高压建设项目，现有的预算方式一般都是

基于项目总体的预算，不能够分年预算项目投资。所以，在电价改革的形势下，为了使电网企业的收益

最大，需要实行精细化管理，实现电网规划项目每年投资额的详细预算，并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此预算方

式的关键技术，完善相关的业务系统，进一步实现电网规划项目的分年预算的严格控制。 
第四，由于通货膨胀率显著升高，会使货币贬值，导致机会成本升高，企业应调整投资时序以减少

因通货膨胀率的变动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在只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下，若企业预测到通货膨胀率在后

期会有显著提高，则企业对于一些大规模项目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应尽早投资。 

5. 总结 

在电价改革背景下，根据《办法 2016》中的输配电定价模型，从投资规模、结构、时序三个方面阐

述了其对电网投资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首先，在投资规模中，对于触发平衡账户和调价机

制进行了范围估值；其次，在投资结构中，将电压等级划分为三大类，通过拆分不同等级的电压的成本

求出不同电压等级的成本费用，不同等级的电压首先要承担本级电压的线损成本和变压成本，低等级的

电压还要承担上一级电压分摊下来的成本，因此，可以选择相对高压级别的电压等级来体现合理成本；

最后，在投资时序中，阐述了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即输配电量、折旧、通货膨胀率，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为

输配电量，与此对应的建议是企业应选择合理、准确的方法对电量需求进行预测并应积极做好增量配电

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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