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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体制改革中如何加强电力系统安全管理 （2004年第3期）

作者：王小川 （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 成都 610061） 点击：141 

〔摘 要〕 介绍了电力体制改革后安全管理体系发生的变化以及出现的新问题，并结合四川电网实际

情况对在电网统一调度的前提下，如何加强厂、网协调，共保系统安全运行，提出了应该做好的5项

工作。 

  〔关键词〕 电力体制改革；安全管理；思考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已拉开帷幕，国家电力公司资产重组为11家公司，其中包括2家电网公司、5家

发电集团公司及4家辅业集团公司。现各网、省电力公司已按国务院资产划分方案向各发电集团公司

移交发电企业，在安全生产管理上完成了厂网分开。四川省电力公司也已经从以发供电为主要业务的

电力企业，变为以供电为主要业务的电网经营企业(指狭义的电网)。  

1 电力体制改革后，四川电力安全管理体系的变化情况  

  厂网分开后，四川电力的格局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厂网分开前，一部分电厂为省公司直管(全

资或代管)，是省公司的下属单位；一部分电厂为独立发电厂，和省公司是平等的市场主体。省公司

既管电网安全，又管电厂安全，实际是管四川电力系统的安全。厂网分开后，省公司直管的这一部分

电厂成为发电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这样，几乎所有的发电厂和省公司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分别是

电能的生产方和买方。  

  厂网分开后，电厂和电网的物理连接并没有任何变化，电能的生产流程并没有变化，电力生产运

行的客观规律也不会改变。并网电厂和电网运行是电力发输供的前后两个环节，在安全上互相依存、

缺一不可，电力系统的安全必须统一管理，已经成为电网和电厂有关人员的共识。只有网厂共同努

力，才能确保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和可靠供电。但厂网分开以后，在新的形势下，电力安全管理

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全责任的主体及安全管理体系都发生了变化，电厂安全责任的主体是各发电集团

公司或电厂自身。  

2 电力体制改革后，电力安全管理出现的新问题  

  厂网分开前，电力系统一贯强调的是"保人身、保电网、保设备"的原则，而"保电网"有时需要以

拼设备为代价。比如在高峰负荷时段，火电厂锅炉过热器泄漏需要停炉处理时，由于电网负荷高，一

时难以马上安排停炉，往往使1根管子的泄漏发展为几十根管子被蒸汽和灰的混合物冲刷磨损而需要

大面积更换的情况。而厂网分开后，发电企业将"保设备"放在"保电网"之前是很自然的，保证向用户

供电的压力主要在四川省电力公司，但四川省电力公司实际上已经从以发供电为主要业务的电力企业

变为以供电为主要业务的电网经营企业，而作为电网经营企业，四川省电力公司已经没有条件，也没

有能力再单独承担保证四川省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和满足四川省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需

求的责任，这个责任只有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和协调下，靠四川省电力公司和广大并网电厂共同来

承担。  

  由于目前新的监管机制和市场运行规则还没有完全到位，只能维持原有的机制运行，在很大程度

上仅仅靠电网和并网电厂的"自觉性"和相互信任，这是十分脆弱和极不稳定的。由于电能具有生产和

销售同时完成的特点，因此发电和输配电需要高度的协调性，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对电能生

产产生影响。一方发生事故，往往会给另一方或几方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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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统一调度的前提下，加强厂网的沟通与协调，共同确保四川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  

  在新的监管机制到位前的过渡时期内，加强电网和发电设备的安全生产管理，确保电力系统的安

全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四川省和全国很多省一样，出现了季节性缺电的局面，因此更有必要加

强省公司与并网电厂的安全协调与信息沟通，严肃调度纪律，建立省公司和各发电厂之间的新的责任

关系。通过协议的、合同的形式，明确省公司和发电厂各自的安全责任，规范电网和并网电厂双方的

行为。在强调电网统一调度管理的前提下各负其责，建立起一个相互协调、约束的机制，共同保证四

川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此外，还可以通过电机工程学会安全技术专委会牵头，由四川省电力公

司和在川的发电企业参加，定期就安全生产的经验、教训以及反事故措施等进行交流，共同提高安全

生产水平。  

  同时，在新的监管机制和市场运行规则到位前，全国人大颁布的《电力法》和国务院颁布的《电

网调度管理条例》以及由原电力工业部发布的《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实施方法》、《关于电网与发电

厂、电网与电网并网运行的规定(试行)》、《并入电网运行的公用发电厂电力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

法规和规章，是目前唯一可依的法规，电网企业和所有并网电厂都必须遵守。这些法规和规章是根据

电力生产运行的客观规律而制定，为加强电力系统的安全管理而发布的，对搞好电力系统的运行和管

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制定、起草这些法规时，充分考虑了发电、供电、用电三方的利益。

电力体制改革使一些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针对原体制基础做出的条文规定已明显滞后，上述法规中

有的条款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但基本的精神仍然完全适用。在新的法规和规章到位之前，电网企业和

所有并网电厂必须共同遵守，才能保证四川电网和并网电厂的安全运行。而且在电力体制改革中，为

加强四川电力系统安全管理，笔者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 所有并入四川主电网系统的并网电厂和电网，不论其产权归属和管理形式，也不论其所在地

域或接入何级电网，必须遵守《电力法》和《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并网运行的发电厂必须服从电网

统一调度，执行有关的电网调度管理规程。电网调度机构在竞价上网的电力市场形成并运转前，应按

发电机组设计能力，同时体现公平、公正、经济、合理的原则以及电网运行的需要，统一安排并网电

厂的调峰、调频、调压和事故备用。在竞价上网的电力市场形成后再按市场规则调度，即使竞价上网

后也要首先考虑满足电网的安全约束条件。  

  (2) 调度机构调度管辖范围内的发电厂、变电站的运行值班单位，必须服从该级调度机构的调

度。发电、供电设备的检修，包括计划的大、中、小修和临时性检修等，应当服从调度机构的统一安

排。下级调度机构的值班调度员、发电厂值班长、变电站值班长在电网调度业务方面受上级调度机构

值班调度员的指挥，接受上级调度机构值班调度员的调度指令。发电厂、变电所必须按照调度机构下

达的调度计划和规定的电压范围运行，并根据调度指令调整功率和电压，不能以任何借口拒绝或拖延

执行调度指令或不执行调度计划，对不按调度命令开停机等违反调度命令的情况应由省电力公司负责

统计，抄送有关发电集团公司。  

  (3) 由于电网发生事故(含一类障碍等不安全  

  情况，以下相同)波及到发电厂，造成设备事故，或者因发电厂事故引发或扩大到电网，造成电

网事故，由省电力公司牵头，有关发电厂参加；对于3大发电集团公司在四川的发电厂，还应请其四

川分公司派人参加，组成事故调查组。按照《电业生产事故调查规程》的规定，查明事故发生经过、

扩大及处理情况，分析并明确事故发生、扩大的原因，确定事故责任，提出防止同类事故发生和扩大

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形成调查结论意见，并以事故调查报告书的形式，送相关各方备案。如果参

加调查的各方意见不一致，则分别汇报各自的上级，由其进行协调(电监会完全正常运转后，由电监

会或其分支机构裁决)。而且一方进行事故调查，需要对方提供相关自动装置记录的，对方应该提

供。各类事故的定义按原国家电力公司2000年10月发布的《电业生产事故调查规程》执行。  

  (4) 各供电企业和并网发电厂要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和电力行业的各项技术标准、规程和规定。对

设在发电厂端的与电网安全相关的安全自动装置和发电厂主设备自动装置的维护、定检和技术监督由

电厂负责。设在电网端的与发电厂安全相关的安全自动装置的维护、定检和技术监督由电网负责。  

  (5) 发、供电设备非计划停运的补偿问题。发、供电设备非计划停运，是电力生产中难以避免的

一种现象，非计划停运对电网(电厂)和对用户的影响与停运设备的容量、在系统中所处的电气位置以

及非计划停运发生的季节、负荷时段有关，对系统安全、经济运行，影响程度不一。例如，当系统备



用容量充足时，发电机组非计划停运对系统的安全运行和供电影响程度较小，而在系统备用容量不足

时，对系统的安全运行和供电影响程度较大，甚至造成大面积停电。因此，有必要根据不同情况，制

定对发、供电设备非计划停运考核办法，对发生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负荷时段的非计划停运，进行

考核。当发电设备非计划停运，对电网造成影响时，发电厂对电网要给予必要的补偿。反之，当供电

设备非计划停运，限制了发电厂的出力时，电网对发电厂同样要给予必要的补偿。对发、供电设备非

计划停运率，可以根据历年来的统计数据，对发、供电设备非计划停运指标做出规定，超过非计划停

运指标的，给对方的补偿加倍；属于强迫停运的，给对方的补偿再加倍。通过经济杠杆的作用，让电

网方和发电企业各自加强安全管理，提高设备的健康水平，以减少非计划停运。发、供电设备非计划

停运次数，由四川省电力公司负责统计，抄送有关发电企业和电网备案，并每月公布，待发、供电设

备非计划停运考核办法出台后，再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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