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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配电网和一般配电网规划的主要区别

 首先讨论下增量配网规划的作用。增量配网规划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帮助政府管理，并作为市场化选择增量配网
投资业主的基础；二是帮助企业规划，作为企业关于增量配网整体建设方案和分步投资的参考。前者考虑由政府统一
主导，规划编制标准不需要严格按照企业标准；后者则根据企业具体需求进行编制。

 其次讨论一下增量配电网的特点，和一般的配电网相比，增量配电网具有以下特点：

 � 供区范围应明确，同一供电营业区只能有一家公司拥有该配电网经营权。

 � 商业模式不仅局限于传统的配售电服务，还可以包括综合能源服务、用户智能用电、用户合同能源管理服务等
其它增值服务。

 � 投资回报率是增量配网投资的决策要素之一，增量配电网面向社会资本放开，投资回报率将是社会资本考虑的
重要因素。

 根据以上特点，增量配网规划可以在以下几方面重点思考。

 1关于负荷预测

 一般认为，提高负荷预测准确度是降低增量配网投资风险的重要措施之一。然而，用户负荷的发展和园区招商引资
、企业生产力等因素关系密切，几乎不可能做到中远期的精准负荷预测。远景负荷预测采用经典的负荷密度指标法仍
然是比较合理的方法，因为它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块产业发展因素。近期负荷预测是项目建设启动的关键参考指标，可
以采用自然增长加大用户报装法，为了提高准确度，可以根据园区招商办、意向入住用户的调研进行精细化负荷预测
，这不仅可以精确指导近期配网的建设，对于配电网将来开展竞争性售电业务也具有重要意义，能够通过准确负荷预
测减少电量偏差带来的考核风险。

 2关于电力电量平衡

 电力平衡一般采用容载比指标确定变电站建设容量。然而容载比是某一电压等级的整体概念，代表的是该电压等级
上变电设备容量与负荷水平的相对关系。对于增量配网而言，由于供电区域范围并不大，宜参考单个变电站最大允许
负载率分析主变建设容量。根据我们的计算分析，如果采用合适的变电站主接线方案，用该方法考虑的容载比可以由
常规的2.0~2.2降低到1.5左右，从而减少增量配电网冗余投资，提高其投资经济性。除此之外，电力平衡也可以适当
考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储能的平衡系数。

 电量平衡可能是最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一般电量平衡是用来判断投产机组的年利用小时数，分析其是否具有建设
必要性的。那么增量配电网为什么也需要分析电量平衡呢？增量配网最基本的盈利模式是通过供电服务赚取配网过网
费，然而《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国能综新能[2017]167号）征求意见稿则鼓励参与市场交易
的分布式电源不收取过网费。因此分布式电源的建设可能会影响增量配网的网供电量，从而影响增量配网的配电服务
收入。因此，电量平衡对于增量配网投资效益分析以及配电价格核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建议对增量配网也进行电量
平衡分析。

 3关于配电网网架结构设计

 首先必须考虑同一供区不允许两家配电公司供电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在高压配电网或者中压配电网接线方案设计时
，不应该同时存在不同供电主体电源引入同一用户或者站点的情况，即便是备用电源。

 其次应考虑配电价格对网络方案的影响。目前配电价格暂按售电公司或电力用户接入电压等级对应的省级电网共用
网络输配电电价扣减该配电网接入电压等级对应的省级电网共用网络输配电价执行，也就是说如果增量配电网互联并
入的电压等级和配网内用户供电的电压等级属于同一电压等级，可能造成配网公司收不了配网费。

 最后网架方案设计在考虑可靠性时，除满足基本的安全可靠供电要求，增量配电网宜体现差异化供电服务特点，这
对于降低整个配网成本，提高重要用户可靠供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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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于智能化规划

 传统配电网的智能化规划主要考虑运维和调度关于智能化水平的要求，一般指配电自动化、配电通信网规划。而增
量配电网由于供电服务模式多样，除常规的智能化规划外，当增量配网业务有用户需求响应、智能用电管理、节能服
务、综合用能等其它增值服务需求时需考虑相适应的智能化规划要求。

 简言之，智能化规划应根据规划报告的用途而异。如果仅是用作政府管理的规划报告，应体现其对供电可靠性的作
用，着重从配电自动化和通信网等方面进行考虑；如果是企业用途的报告，则着重结合企业的特定商业模式需求进行
考虑。

 5关于投资效益评价

 投资效益分析应区分供电服务和售电服务对增量配电网投资的影响。增量配电网投资应只是针对供电服务的投资行
为。增量配电网财务评价应只以提供供电服务进行基础分析，结合给定的配电服务费测算内部收益率等指标，或结合
给定的内部收益率目标反算配电服务费用。

 结     语

 总之，增量配电网规划既不能当作一般的配电网规划，也不应将其等同于智能配电网规划，应重点把握规划报告的
用途和增量配电网的特点，因地制宜进行规划设计。（本文作者系华东电力设计院  吴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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