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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征求《微电网管理办法》意见的函

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各派出能源监管机构：

 为有力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切实规范、促进微电网健康有序发展，建立集中与分布式协同、多元融合、供需互动、
高效配置的能源生产与消费体系，我局现已起草完成《微电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印送你们，请研究提出
意见，并于2月15日前将书面意见反馈我局电力司。

 联系人：胡 滨

 联系方式：010-68555883，68555884（传真）

 附件：微电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2017年2月7日

 附件：

微电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微电网作为“互联网+”智慧能源的重要支撑以及与大电网友好互动的技术手段，可以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促进清洁能源的接入和就地消纳，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在节能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
为促进电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推进电力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微电网建设运营管理，逐步建立多元融合、供需互动
、高效配置的能源生产与消费体系，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定义与范围

 第一条 微电网是指由分布式电源、用电负荷、配电设施、监控和保护装置等组成的小型发配用电系统（必要时含
储能装置）。微电网分为并网型微电网和独立型微电网，可实现自我控制和自治管理。并网型微电网既可以与外部电
网并网运行，也可以离网独立运行；独立型微电网不与外部电网连接，电力电量自我平衡。

 第二条 微电网作为整个电网系统的一部分和重要补充，可向特定用户提供经济、安全、可靠的供电，是推动集中
与分散相协调的新一代电网发展模式，其发展方向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微型，主要体现在电压等级低，电压等级一般在35kV及以下；系统规模小，系统容量不大于20MW，通常为兆瓦级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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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电源以可再生能源为主，或以天然气多联供等能源综合利用为目标的发电型式；并网型微电网可再生能源装
机容量与最大负荷的比值在50%以上，或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在70%以上。

 自治，微电网内部基本实现电力供需自平衡。并网型微电网与外部电网的年交换电量一般不超过年用电量的50%，
独立运行时能保障重要负荷在一段时间内连续供电；独立型微电网应具有黑启动能力。

 友好，可减少大规模分布式电源接入对电网造成的冲击，并网型微电网与外部电网的交换功率和时段具有可控性，
通过对电源、负荷和储能系统的协同控制，实现与电网之间的功率交换。

 第三条 微电网应适应新能源、分布式电源和电动汽车等快速发展，满足多元化接入需求。结合城市、工商业园区
、新型城镇、新农村以及海岛、绿洲等发展需要，鼓励利用当地资源，进行融合创新，培育能源生产和消费新业态。

 第二章 建设管理

 第四条 微电网发展规划应符合国家能源产业政策，并与能源发展规划、电力发展规划等专项规划相衔接。

 第五条 省级能源管理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将微电网项目纳入地区配电网规划，组织完善配电网结构，加快推进
配电网智能化，为微电网发展提供保障。

 第六条 电网企业应结合地区配电网规划，做好微电网公平接入服务。

 第七条 简化微电网项目审批程序，根据微电网类型及构成，参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按项目建设内容整体核准。

 第八条 微电网项目建设内容发生变更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事先以书面形式向原项目核准机关提
出调整变更申请。原项目核准机关应当根据行政许可规定和项目具体变更情况，作出相关决定。

 第九条 省级能源管理部门可按照微电网管理的需要，建立微电网建设、运行信息的统计报送机制，收集并统计相
关数据和信息。

 第三章 并入电网管理

 第十条
微电网并入电网应符合技术、安全等有关程序要求，即符合国家及行业微电网技术标准，符合接入电网的安全标准。

 第十一条 国家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微电网并网（技术）标准，指导、监督各地并网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省级能源管理部门负责本地区并网管理工作，根据微电网类型及容量，组织制订并网业务管理相关制度和办法。

 第十三条 省级能源管理部门应会同监管机构建立并网协调机制，做好公平开放接入的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电网企业应制定并公告微电网并网程序、时限、相关服务标准及细则，编制统一的并网调度协议和购售
电合同示范文本，为微电网提供便捷、及时、高效的接入电网服务。

 第十五条 微电网项目业主应与电网企业签订并网调度协议、购售电合同，明确双方责任和义务，确定电能计量、
电价及电费结算、调度管理方式等。

 第十六条 并网型微电网接入公用配电网及由此引起的公用配电网建设与改造原则上由电网企业承担。因特殊原因
由项目业主建设的，电网企业、项目业主应协商一致，并报能源管理部门备案。

 第四章 运行管理

 第十七条 微电网项目运营主体要建立健全运行管理规章制度，保障项目安全可靠运行。并网型微电网的供电可靠
性及电能质量应满足国家及行业相关规范要求；独立型微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及电能质量可根据当地资源条件及项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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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经济条件适当调整，并接受能源管理部门（监管机构）监督。

 第十八条 微电网的并网运行和电力交换应接受电力调度机构统一调度，向电力调度机构上报必要的运行信息。

 第十九条 微电网运营主体应建立运行管理机构，负责微电网内分布式电源、储能与负荷的平衡，以及与大电网的
电力交换，促进微电网内多种能源的协同供应和综合梯级利用。 

 第二十条 并网型微电网可为电网提供调峰、负荷侧响应等辅助服务，在紧急情况下可作为地区应急电源，根据电
力调度机构指令，为地区电网提供必要支持。

 第五章 试点示范

 第二十一条 依据《国家电力示范项目管理办法》（国能电力〔2016〕304号），积极推动典型示范，从微电网存在
形式与功能出发，因地制宜探索各类分布式能源和智能电网技术应用，构建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推动产学研结合，
提升装备制造能力，促进产业升级。

 第二十二条 在城市、商业、工业、新型城镇等地区鼓励建设以风、光发电、燃气三联供系统为基础的微电网，提
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在海岛、绿洲等偏远地区鼓励因地制宜建设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的微电网，促进独立供电技
术与经营模式创新。

 第二十三条 对示范项目实行优先并网，优先纳入政策性资金支持。对于效果突出、技术创新的项目，择优纳入国
际交流合作和评奖推荐，在示范基础上逐步推广。

 第六章 政策保障

 第二十四条 微电网内部的分布式电源纳入当年的建设规模指标，可执行现有分布式能源发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
补贴政策。通过城镇电网建设改造、智能电网等现有专项建设基金专项，加大微电网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

 第二十五条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微电网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以特许经营等方式开展微电网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第二十六条 鼓励微电网项目运营主体在具备售电公司准入条件、履行准入程序后，开展售电业务。支持微电网项
目运营主体获得供电资质，依法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供电类），开展配售电业务，并承担微电网内的保底供电服务
。

 第二十七条 鼓励微电网项目单位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债券、中期票据等方式直接融资，参照
《配电网建设改造专项债券发行指引》（发改办财金〔2015〕2909号），享有绿色信贷支持。

 第二十八条 在微电网项目服务范围内，鼓励建立购售双方自行协商的价格体系，构建冷、热、电多种能源市场交
易机制。微电网应公平承担社会责任，交易电量（含内部和外部）按政府规定标准缴纳政府性基金和政策性交叉补贴
。研究并网型微电网与外部电网进行电量交换的价格机制。

 第二十九条 研究制定微电网所在地区的分时电价等需求侧管理政策，探索建立微电网可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的可中
断负荷调峰、电储能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补偿机制。研究新型备用容量定价机制，由微电网运营主体根据微电网自平
衡情况自主申报备用容量，并统一缴纳相应的备用容量费用。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省级能源管理部门要密切跟踪微电网建设，建立健全考评机制，加强对微电网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能
源综合利用效率、节能减排效益、建设投资回报等考核与评估。

 第三十一条 国家能源局派出能源监管机构负责对微电网运行主体准入、电网公平开放等实施监管。

 第八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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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负责解释。各省级政府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042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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