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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长宁区（市区供电公司）

迎峰度冬负荷管理方案

二〇二三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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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确保市区供电公司的安全稳定运行，应对电网可能出现的供

需矛盾，维护正常的供用电秩序，保障涉及电力的重大项目的顺

利推进，满足长宁区的用电需求。

（二）适用范围

2022 年度长宁区迎峰度冬负荷管理方案执行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结束，适用于长宁区。

（三）负荷管理工作原则

1.负荷管理工作总体原则

政府主导、统筹兼顾、安全稳定、有保有限、注重预防、节

控并举。

2.市政府的“三个确保、一个坚持”的原则

确保居民生活用电不受影响，确保重要用户的用电需要，确

保城市运行和电网的安全有序，坚持限电不拉电。

3.统一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长宁区商务委员会总体指导和管理方案的编制与实施；国网

上海市区供电公司（以下简称“市区供电公司”）具体组织编制

负荷管理方案，根据长宁区区域电力供需情况、电力用户用电性

质，明确各资源组成用户清单和可降负荷，制定专项负荷管理措

施。

4.保障民生、“双高”先行、工商统筹

突出“保民生”，坚持不限居民、不拉居民，限电不拉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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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保障民生相关正常用电。“双高”行业先行，在负荷管理方

案编制和执行过程中，先行安排高能耗行业资源执行。工商统筹

落实负荷管理措施，更加适配本市经济运行和负荷特性。

5.“公平性、重要性”的原则

根据市经信委和供电公司提供的用户重要等级，按重要等级

分组，非重点用户组先执行负荷管理。设定执行周期，在周期内

每个用户组轮流参与负荷管理，所有用户都参与后再重新排序。

6.分层分区分级、科学精准管理

根据缺口大小、轻重缓急、资源构成、执行准备时间、影响

范围等因素，细化负荷管理方案分层分区分级，科学确定各资源

组调用方式和实施时段，在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同时，避免

对社会面影响和用户经济损失。

二、调控目标分解

按照负荷管理可降负荷达到地区最大用电负荷 30%以上的

目标，长宁区 2022 年迎峰度冬负荷管理方案安排最大可降负荷

103.88 万千瓦。

调控目标共分六级，其中，第六级方案优先采用需求响应方

式，第五级方案优先采用大型用户避峰方式，第四级方案优先采

用工业用户隔日避峰方式，第三级方案优先采用商业用户隔日避

峰方式，第二级方案优先采用工业用户深度避峰方式，第一级方

案优先商业用户深度避峰方式。

在电网缺口不同、启动准备时间不同的情况下，各级方案内

资源组可灵活组合，分区独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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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六级方案

方案组成：工业类高压用户、商业类高压用户、其他用户等

资源，涉及用户 43 户，最大可降负荷 2.41 万千瓦。

执行告知时间：当需求响应方式执行时，用户可以根据用户

性质选择快速响应（2 小时以内）、日内响应（2 小时至 24 小时）

以及日前响应（24 小时以上至 72 小时）3 种响应方式，最大可

降负荷根据启动准备时间、执行时段等因素按实测算。

执行持续时间：当采用需求响应方式执行时，快速响应用户

响应持续时间不超过 2 小时，日内响应用户响应持续时间在 6 小

时以内，日前响应用户响应持续时间在 12 小时以内。

（二）第五级方案

方案组成：工业类高压用户、商业类高压用户、其他用户等

资源，涉及用户 43 户，最大可降负荷 2.24 万千瓦。

执行告知时间：当采用避峰方式执行时，方案内各资源用户

需在前一天下午 20 时前通过负荷管理终端、电话、短信或传真

等方式按事先约定的避峰容量通知企业执行，。

执行持续时间：当采用避峰方式执行时，方案内各资源用户

可持续执行至电网无缺口时，最长持续时间不超过当日 24 时。

（三）第四级方案

方案组成：工业类高压用户、商业类高压用户等资源，涉及

24 户用户，最大可降负荷 1.02 万千瓦。

执行告知时间：在前一天下午 20 时前通过负荷管理终端、

电话、短信或传真等方式按事先约定的避峰容量通知企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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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持续时间：可持续执行至电网无缺口时，最长持续时间

不超过当日 24 时。

（四）第三级方案

方案组成：商业类高压用户、低压用户等资源，涉及 343 户

用户，最大可降负荷 8.72 万千瓦。

执行告知时间：商业避峰用户需在前一天下午 20 时前通过

负荷管理终端、电话、短信或传真等方式按事先约定的避峰容量

通知企业执行。

执行持续时间：可持续执行至电网无缺口时，最长持续时间

不超过当日 24 时。

（五）第二级方案

方案组成：商业类高压用户、商业类低压用户等资源，涉及

969 户用户，最大可降负荷 8.14 万千瓦。

执行告知时间：在前一天下午 20 时前通过负荷管理终端、

电话、短信或传真等方式按事先约定的深度避峰容量通知企业执

行

执行持续时间：可持续执行至电网无缺口时，最长持续时间

不超过当日 24 时。

（六）第一级方案

方案组成：工业类高压用户、工业类低压用户等资源，涉及

2 户用户，最大可降负荷 0.06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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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告知时间：在前一天下午 20 时前通过负荷管理终端、

电话、短信或传真等方式按事先约定的深度避峰容量通知企业执

行。

执行持续时间：可持续执行至电网无缺口时，最长持续时间

不超过当日 24 时。

（七）特殊情况

当电网出现紧急事故或突发性缺口，预测未来 30 分钟至 5

小时内电力不平衡时，由市电力公司调控中心发令启动紧急负荷

压降措施，负荷管理中心接令后向终端用户发出紧急负荷压降告

知及操作指令，同时报送市经信委备案。

（八）方案调整

用户提出调整负荷管理方案的，须由企业向其上级主管单位

提出申请，并由区商务委进行审批并上报市经信委，市经信委审

批通过后由电力公司作调整操作，热点地区内的方案原则上不予

调整，方案名单调整将在总量不变的原则上进行。

三、分级组织动员

（一）机制建设

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建立健全市区两级用电协调机

制，调整完善负荷管理组织体系，规范工作流程，保障负荷管理

工作有序开展。

1.建立区级用电协调机制，长宁区政府牵头成立用电协调小

组。

组 长：分管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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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区商务委主任骆乐、市区供电公司总经理范烨

成员单位：区委宣传部、区发改委、区公安分局、区人社局、

区生态环境局、区建管委、区文旅局、区应急局、区绿化市容局、

区房管局、区虹桥办、各街道（镇）。

长宁区用电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商务委，办

公室主任由骆乐同志兼任。长宁区用电协调小组组成人员及其办

公室成员职务如有变动，由其所在单位接任领导自然替补。

在平时段，定期开展小组协调会议，贯彻落实市级用电协调

小组各项方针政策，持续建设区域内可调节资源库，优化配置电

力资源，有序开展负荷管理工作，定期整理、总结所在区域内负

荷管理工作成效材料并上报市级用电协调小组。

在电力保供阶段，建立 24 小时值守机制，在上海市用电协

调小组的统一指挥下，具体负责所属范围内的负荷管理工作，制

订具体的工作方案，检查督促辖区内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检查

辖区内用户负荷管理方案执行情况，对执行不到位的用户需进行

现场督导，提高资源的全天候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共同完

成保供电任务。

2.区级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建设

区级电力负荷管理中心设置在属地供电公司，在长宁区用电

协调小组指导下，负责区级用电协调小组的日常业务管理，负责

配合长宁区政府开展负荷管理方案、需求响应方案的编制，开展

负荷管理工作的集中管理与监督考核，负责需求响应资源普查与

签约、负荷集成商发展与培育，对负荷管理系统终端等运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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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检验检测，组织开展用户培训演练。

区级电力负荷管理中心负责人：市区供电公司副主任

中心成员：市区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营销部分管副主任、

客户专职、大客户组组长

（二）组织保障

1.建立联络机制，确保信息贯通

建立常态联系机制，明确各参与单位分管领导和联络人。充

分发挥用电协调小组和负荷管理中心作用，建立区、街道、工业

园区的“链路式”负荷资源管理模式，联合加强负荷管理和效能

监察。

2.夯实可调资源，定期组织演练

建立区级可调节资源库：深入挖掘工业大用户、商务楼宇和

充换电、综合能源、数据中心等优质资源；加快培育负荷聚合商，

助力客户资源挖掘管理和新兴市场拓展；推动各类型资源的广泛

互联、实时感知，实现大规模资源的灵活接入上海市电力需求响

应平台。

定期组织开展实战化演练：形成不同启动条件下的多级负荷

管理、需求响应预案，提升应对不同程度缺口、不同紧急情况、

不同应用场景下的负荷调节能力，提高资源的统筹调配和紧急处

置能力。

3.配齐专业队伍，完善支撑系统

配齐配强专业管理人员：加强宣贯和培训，各单位负责人做

好持续沟通汇报工作，巩固强化各级用电协调和信息报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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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政策和措施落实到位。

建设完善技术支撑平台：加快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建设，

持续开展用户负荷接入改造，适度超前配置系统资源；推动新型

用能资源和具备较强响应能力用户、负荷集成商（虚拟电厂）等

市场主体具备标准交互接口并接入管理平台；完善电力需求响应

平台、虚拟电厂运营监控与管理平台等系统，加强互联互通。

（三）通知到位

1.尽早通知用户，给用户留有较长的生产安排和应急处置时

间，尽最大能力保障用户人身和设备安全，减少用户的经济损失。

2.通过书面告知、负荷管理终端发布信息、电话联系、手机

短信群发、传真等方式，将负荷管理信息通知到户。各项方案的

启动条件和实施办法等应告知到位。

3.告知人员需对 2022 年全年负荷管理方案和相关政策进行

学习（市电力公司内部培训），避免解释错误。电力用户的相关

培训由市经信委牵头组织开展。

4.加强用户联系，明确用户联系人、负荷管理负责人及其联

系方式，确保各项指令能够传达到位，确保沟通交流渠道的顺畅

快捷。

（四）执行到位

1.加强用电负荷管理系统的管理工作，有序开展负荷管理终

端的运维、检修工作，定期开展控制接线检查、信号测试，做好

应急处置准备，确保系统的设备可用性和可控性，按需开展应急

演练，提升实战协同能力，常态化开展负控中心值班值守，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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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管理系统的限电能力。

2.对负荷管理执行过程进行详细记录，并如实记录各执行环

节及结果，以便于事后进行检查、总结。

3.依托线上线下主流媒体，向社会公布电力供需形势，做好

电力供应保障政策引导、保供电保民生优质服务宣传，争取社会

支持。积极引导工业企业、商业用户通过优化季节性检修计划、

合理调节用电负荷等方式，错峰生产、避峰用电，鼓励居民用户

科学用电、合理用电、节约用电。

附件：2022 年长宁区负荷管理方案各级资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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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长宁区负荷管理方案各级资源列表

（单位：万千瓦）

序号 负荷管理资源组名称 可降负荷

第六级（需求响应或避峰） 2.41

1 工业类高压用户 0

2 商业类高压用户 2.36

3 其他用户 0.05

第五级（大用户避峰） 2.24

4 工业类高压用户 0

5 商业类高压用户 2.2

6 其他用户 0.04

第四级（工商业高压避峰） 1.02

7 工业类高压用户 0.27

8 商业类高压用户 0.75

第三级（工业低压商业高低压避峰） 8.73

9 商业类高压用户 8.40

10 商业类低压用户 0.33

第二级（商业轮休） 8.14

11 商业类高压用户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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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商业类低压用户 3.47

第一级（工业轮休） 0.06

13 工业类高压用户资源组四组 0.06

14 工业类低压用户资源组二组 0

负荷管理资源组合计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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