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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推进输配电价改革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

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有关要求，理顺电价形成

机制，现就推进输配电价改革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目标

建立规则明晰、水平合理、监管有力、科学透明的独立输配

电价体系，形成保障电网安全运行、满足电力市场需要的输配电

价形成机制。还原电力商品属性，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原

则，核定电网企业准许总收入和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明确政府

性基金和交叉补贴，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健全对电网

企业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促进电网企业改进管理，降低成本，提

高效率。

二、基本原则

试点先行，积极稳妥。输配电资产庞大，关系复杂，历史遗

留的问题很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要坚持试点先行、积极稳妥

的原则，在条件相对较好、矛盾相对较小、地方政府支持的地区

先行开展试点，认真总结试点经验，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确保改

革平稳推进。

统一原则，因地制宜。输配电价改革要遵循中发〔2015〕9

号文件要求，在国家统一指导下进行，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



2

益”原则，核定电网企业准许总收入和各电压等级输配电价，改

变对电网企业的监管方式。同时，考虑到各地区实际情况，允许

在输配电价核定的相关参数、总收入监管方式等方面适当体现地

区特点。

完善制度，健全机制。电价改革，要制度先行。需要制订和

完善输配电成本监审、价格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对电网企业的激

励和约束机制，制度和办法要明确、具体、可操作。

突出重点，着眼长远。输配电价改革的重点是改革和规范电

网企业运营模式。电网企业按照政府核定的输配电价收取过网费，

不再以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价差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在输配电价

核定过程中，既要满足电网正常合理的投资需要，保证电网企业

稳定的收入来源和收益水平，又要加强成本约束，对输配电成本

进行严格监审，促进企业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研

究制定具体试点方案时，要着眼长远，为未来解决问题适当留有

余地。

三、主要措施

（一）逐步扩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在深圳市、内蒙古

西部率先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将安徽、湖北、宁夏、

云南、贵州省（区）列入先期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按“准许

成本加合理收益”原则核定电网企业准许总收入和输配电价。凡

开展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地区，直接列入输配电价改革试点

范围。鼓励具备条件的其他地区开展试点，尽快覆盖到全国。

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工作主要可分为调研摸底、制定试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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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成本监审、核定电网准许收入和输配电价四个阶段。鼓励试

点地区在遵循中发〔2015〕9号文件明确的基本原则基础上，根

据本地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提出针对性

强、可操作性强的试点方案。试点方案不搞一刀切，允许在输配

电价核定的相关参数、价格调整周期、总收入监管方式等方面适

当体现地区特点。

（二）认真开展输配电价测算工作。各地要按照国家发展改

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的《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发

改价格〔2015〕1347号），扎实做好成本监审和成本调查工作。

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组织对各试点地区开展输配电定价成

本监审。各试点地区要配合做好成本监审具体工作，严格核减不

相关、不合理的投资和成本费用。非试点地区同步开展成本调查，

全面调查摸清电网输配电资产、成本和企业效益情况。在此基础

上，以有效资产为基础测算电网准许总收入和分电压等级输配电

价。试点地区建立平衡账户，实施总收入监管与价格水平监管。

非试点地区研究测算电网各电压等级输配电价，为全面推进电价

改革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三）分类推进交叉补贴改革。结合电价改革进程，配套改

革不同种类电价之间的交叉补贴，逐步减少工商业内部交叉补贴，

妥善处理居民、农业用户交叉补贴。过渡期间，由电网企业申报

现有各类用户电价间交叉补贴数额，经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后

通过输配电价回收；输配电价改革后，根据电网各电压等级的资

产、费用、电量、线损率等情况核定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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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单列居民、农业等享受的交叉补贴以及工商业用户承担的交叉

补贴。鼓励试点地区积极探索，采取多种措施保障交叉补贴资金

来源。各地全部完成交叉补贴测算和核定工作后，统一研究提出

妥善处理交叉补贴的政策措施。

（四）明确过渡时期电力直接交易的输配电价政策。已制定

输配电价的地区，电力直接交易按照核定的输配电价执行；暂未

单独核定输配电价的地区，可采取保持电网购销差价不变的方式，

即发电企业上网电价调整多少，销售电价调整多少，差价不变。

四、组织实施

（一）建立输配电价改革协调工作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会

同财政部、国资委、能源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成立输配电价改革

专项工作组。专项工作组要定期沟通情况，对改革涉及的重点难

点问题充分讨论，提出措施建议。

（二）加强培训指导。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强对各地输配电价

改革的指导，统一组织成本监审，审核试点方案和输配电准许收

入、水平，对试点效果及时总结，完善政策。同时，组织集中培

训、调研交流，提高各地价格主管部门业务能力，为顺利推进改

革奠定基础。

（三）正确引导舆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改革方向，

在中发〔2015〕9号文件框架内加强输配电价改革宣传和政策解

释工作，灵活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宣传，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凝聚

共识，稳定预期，在全社会形成推进改革的浓厚氛围。

（四）夯实工作基础。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与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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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运行及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等部门的合作，充分听取各方

意见，集中力量做好改革试点工作。加强上下沟通，健全信息沟

通机制，对在方案研究、成本监审、电价测算等过程中遇到的重

要情况和问题，及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反映。电网企业要积极配

合输配电价改革工作，客观真实提供输配电成本监审和价格核定

所需的各种财务报表、资产清单等，主动适应输配电价改革要求，

改进核算方式，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