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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wer demand side management (DSM) is one 
of effective measures to economize on energy and reduce 
discharge.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DSM,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es on operation mode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abroad, conditions that should be 
absolutely necessarily to implement DSM in China is proposed, 
and then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implementing 
DSM,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DSM in China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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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力需求侧管理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有效措施之

一。为确保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有效实施，作者在对国外电力

需求侧管理运作模式和激励机制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

我国深入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必须具备的条件，并基于

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国际经验，提出了推进我国开展

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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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电力需求侧管理主要包括电力负荷调荷的技

术手段和经济手段、节能、能源替代和新能源应用

3 方面内容[1]。其中，电力负荷调荷的技术手段和

经济手段的应用是最早实施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它

开始于 20世纪 30年代的法国、德国等国家，采用
开关钟控制负荷和实施分时电价制度[2]。20世纪 40
年代以后，西欧工业发达国家开发了音频电力负荷

控制系统，并实施多种电价制度，使负荷率提高了

10%左右。到 20世纪 60年代，西欧各国开始大力
推进各种节能产品的推广应用，以降低电力建设投

资，减少能源消耗和保护环境。 

20世纪 7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能源危机，美国开
始从欧洲引进电力负荷控制系统，对可间断负荷进

行控制，并推行多种电价制度，大力推广节能技术

研究和节能产品的应用。20世纪 80年代，美国电力
科学研究院提出了电力需求侧管理 (demand side 
management，DSM)的理念[3]，改变了过去仅由电力

供应方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的概念，提出对电

力需求方的管理同样是能源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方

面，提出了将需求方节约的能源和科学合理使用能

源作为供应侧一种可替代资源的新概念。从此电力

需求侧管理的理念很快在国际上得到认同。 
在我国，特别是在 21 世纪初电力紧缺时期，

电力需求侧管理应用行政、技术、经济、宣传等手

段，为确保国民经济发展，减小缺电造成的社会、

经济、生活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十一五”

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节能减排，建设节约型、可持

续发展社会的目标要求。电力需求侧管理是实现节

能减排目标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在我国还存在一定

的实施障碍，因此，基于国际经验，结合国情，研

究如何更好地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需要机制、政策上的

保障，为此，世界各国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运作模式

和激励机制[2-4]。 

1  国外电力需求侧管理的运作模式和激励
机制 

1.1  运作模式 
1.1.1  美国 

在美国，除了以电力公司为主导的 DSM 运作
模式之外，还采取了以政府为主导和以中介机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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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 2种运作模式。 
（1）电力公司主导的运作模式。 
在美国，大多数州采用电力公司作为 DSM 实

施主体的运作模式，并且从法律上加以明确，同时

通过系统效益收费等方式为开展 DSM 筹集资金和
消除 DSM 实施障碍。如西太平洋地区的蒙达那州
虽然已经完成了电力重组，并实行以消费者出资的

DSM 计划，但在州政府的委托和监督下仍由电力

公司进行项目管理和运作。 
（2）中介机构主导的运作模式。 
该模式是由一个非政府、非盈利的节能投资中

介服务机构来直接管理专用资金 SBC(SBC 是
system benefits charges的缩写，是指通过电力附加
费的形式从电力用户征集公益计划基金，以支持能

源、电力可持续发展的公益事业，用于 DSM 能效
计划、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研究与开发计划、低

收入居民资助计划等 4个方面)并负责项目管理，包
括项目策划、资金分配、项目评估、项目验收、项

目服务等。通常它与州政府的公用事业委员会签订

协议，接受政府的监督，对项目计划和资金计划等

定期审计检查。电力公司将征集的 SBC直接转到中
介服务机构的帐户上，并与能源服务公司、电力用

户、产品生产销售商、承包商等一样，处于平等地

位参与 DSM 项目的公开竞标。目前俄勒冈州、佛
蒙特州和马萨诸塞州采用了该模式。 

（3）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 
该模式是由州政府设置的一个没有政府拨款

的、非盈利的准政府机构来负责 DSM项目管理，政
府的电力监管部门负责审批 DSM 项目计划和 SBC
的支出。目前加州和纽约州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 
1.1.2  德国 

联邦政府在推行需求侧管理技术方面起着重

要的推动和诱导作用。 
（1）修改、完善《能源法》，引入市场竞争机

制，为电力公司推行需求侧管理创造条件。通过制

订相应的政策、法规，支持电力供应部门实施需求

侧管理工作。州政府的能源管理部门对电力公司的

需求侧管理措施进行审定认可后，企业用于需求侧

管理措施的投资可列入企业生产成本，使企业从税

收优惠中获得补偿，提高企业推行需求侧管理措施

的积极性。 
（2）为鼓励节电，州政府与电台联合开展节

电特别奖励活动。如州政府定期与地方电台联系，

通过大奖赛的形式推选出本地区最节能家庭，给予

适当的奖励，并将这些家庭使用的电器品牌和种类

公布于众，鼓励大家使用节能和节电产品。 
1.1.3  泰国 

泰国政府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期引入了需求侧
管理，1992年，通过《促进能源节约法》设立了促
进能源节约基金，基金来源于石油加工产品的附加

收费。 
泰国内阁通过授权泰国电力局的方式，针对造

成电力需求量大幅增长的照明用具、空调、冰箱、

制冷设备、镇流器和电动机等 6种主要电器实施需
求侧管理。泰国需求侧管理的目标是：①使泰国电

力部门和与能源有关的私有部门具备足够的能力

向整个国民经济提供有偿的能源服务；②在全国范

围内推行节能政策，开发、制造和使用节能高效型

设备和技术。 
1.2  激励机制 
1.2.1  对电力公司的激励机制 

由于某些需求侧管理措施的实施会导致电力

公司利润下降，因此，需要对电力公司采取一定的

激励措施以鼓励其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归纳起来，

目前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激励方式可分为 2种： 
（1）使售电收入与售电量脱离[4]，解决电力公

司因开展 DSM 项目而导致售电收入损失的回收问
题。其缺点是不能促进电力公司实施 DSM，而且
由于采用了脱离机制，使经营风险从电力公司转向

用户，同时会产生一个副作用，使电力公司对电价

上涨和服务水平下降没有了压力。此外，因为它消

除了电力公司潜在的获利机会(多售电)，电力公司
也不太接受，因此，该方式应用较少。 

（2）根据电力公司实施的 DSM规模、数量、
种类等为电力公司提供奖励金，它是以业绩为基

础。在美国，奖励数量范围是总售电收入的 0.03%~ 
0.94%。也有对电力公司采用分享 DSM效益机制加
补贴机制来替代奖励机制，以使电力公司从开展

DSM工作中受益。 
绝大多数国家同意第 2种方式，允许电力公司

收回 DSM 成本(包括设计、实施和评估费用)，也
包括对用户的奖励、对中间商的支持，以补偿 DSM
实施费用及其它相关费用(如广告、劳务和管理费
用等)。 

1.2.2  对电力用户的激励机制 
通常，价格是用户选择节能设备或 DSM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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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主要障碍，因此，各国对电力用户的激励措施

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经济方面。 
（1）在美国，为鼓励用户节约用电，电力公

司对在夏季用电高峰期减少用电 20%以上的用户
给予 20%的电费减免。 

（2）对移峰负荷采用每 kW年一次补偿办法。
如加拿大对移峰 1  kW 的项目，年一次性补助 
400 USD。 

（3）对采用节能灯具或节能家用电器的用户，
可凭购物发票给予购买补贴。 

（4）在德国，对采用太阳能发电的单位或家
庭，电力公司允许其多余电量上网，每 kWh 补助
0.05欧元(平时电费 0.1欧元/kWh)。 

（5）地方政府通过电力企业对工厂、企业的
节电项目进行资助。 

（6）在法国，针对“房屋节能”，政府规定：
如住房的能源消耗比国家平均标准低 8%以上，可
减免房主包括房屋房产税在内的多种税务。 

（7）根据不同的供电对象，在不同时段制定多
种电价，以及通过电力合同的形式进行负荷调整。 

（8）在泰国，政府通过电力公司直接支持节
能产品生产企业，令其生产新的节能设备，并加

以补贴，以降低节能产品的销售价格，利于其推

广应用。 
（9）为节能产品提供免费宣传。 

2  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需具备的条件 

（1）有强有力的运作机制。 
国际上一般由政府作为主导，通过制订相关法

规、政策，并授权相应的电力公司作为开展电力需

求侧管理的实施主体，在电力公司的指导、参与和

监督下建立能源服务中介机构，开展具体的电力需

求侧管理项目，如图 1所示。 

 

国家或地方政府主管部门 

相应电力公司 

能源服务中介公司 电力监管部门 

电力需求侧管理项目的实施 

开展电力需 
求侧管理相 
应配套政策 

 
图 1  电力需求侧管理体系 

Fig. 1  Power demand side management system 

（2）有配套政策。 
根据国际经验，政府主导制订配套措施，从政

策上保障了 DSM的顺利实施。 

1）筹集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的专项基金。在
美国，大部分州实行州政府以立法形式出台的强制

性征集公益计划基金的制度。征集 DSM 专项基金
的对象包括 DSM 计划的主要受益者：所有入网的
电力用户及发电厂。类似的做法在英国、泰国、丹

麦、挪威、巴西等国家都被广泛采用，以便推动

DSM的广泛实施。 
2）推行多种电价制度，如分时电价、可中断

负荷电价等，以引导用户合理用电和科学用电，降

低对电网峰负荷的要求。 
3）将需方调峰资源与供电方资源一起进行综

合资源规划，以降低电力建设投资。 

3  对国内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建议 
我国对电力需求侧管理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90

年代，起步较晚，是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电力负荷管理和多种电价制度。因此，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应结合我国实际，建立

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运

作机制和配套政策。 
（1）充分发挥政府在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中

的主导作用。 
1）实施 DSM需要有健全的政策法律体制及良

好的实施环境，法规的缺乏将严重阻碍 DSM 的顺
利实施。因此，应尽快组织相关专家编制相应的法

律、法规，制订有关政策和制度，一方面规范参与

各方的行为，另一方面引导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健

康开展。 
2）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电力需求侧管理工

作专项基金，消除资金障碍。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

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必须有专项资金作支持

才能正常运作，资金将主要用于开展电力需求侧管

理项目的应用和研究。 
3）建立合理的电价结构体系。深入研究价格

机制[5-15]，根据各地区用电负荷结构和电源结构的

不同，制定不同的电价，充分反映供求关系，使

DSM 项目的经济效益得到充分体现，从而推进科

学用电和合理用电。 
4）建立电力需求侧管理基金监督管理机构。

国外的基金监管方式有 2 种：一种是政府直接监
管，另一种是政府委托专门机构协助。如美国是

州政府属下的公用事业委员会进行直接监管，英

国是电力管制办公室委托英国节能信托公司

(energy saving trust，EST)协助完成监管任务，泰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第 31卷 第 18期 电  网  技  术 13                            

国是内阁在泰国电力公司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uthority of Thailand，EGAT)成立 DSM办公室，协
助内阁进行具体操作。 

因此，我国电力需求侧管理基金的使用应由政

府指定的专门机构来进行监管，如资金管理、合同

管理、项目策划、效果评价和审计监督等。 
（2）落实电网企业作为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

实施主体的地位。 
将能效管理和负荷管理一道纳入商业化运营

领域，电网公司销售电力又销售效率，形成可持续

的节电活动。因此，电网公司应实时掌握用电负荷

的变化和调控手段，对各类电力客户的用电特点十

分了解，同时，作为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实

施主体，电网公司应设有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门机

构，根据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具体推动

电力需求侧管理项目的开展。 
1）开展有序用电工作，推动科学用电和合理

用电，提高电网运行水平。 
2）指导工业企业和其他客户节约用电，安全

用电，科学用电，提高电能的利用效率。 
3）不断加强电网改造，降低电能传输中的损耗。 
4）通过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多种媒介，宣

传科学用电、节约用电知识。常年性举办电力需求

侧管理技术应用展览会，不断展示节能新产品、新

设备，为各方提供交流平台，让全社会参与电力需

求侧管理工作。 
5）研究在电网规划中引入综合资源规划，将

需求侧资源纳入电源电网规划。 
（3）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

相关配套政策的不断完善，成立能源服务公司，

作为中介机构来具体承办电力需求侧管理项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发、输、供与用电需求侧

组成共赢的产业链，将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推向

全社会。 
（4）在筹集电力需求侧管理资金的基础上，

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推动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

开展。 
1）支持节能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推广

应用。价格是节能产品推广中最大的障碍，因此，

在市场销售中，可从电力需求侧管理基金中给予必

要的购置或销售补贴，以利于全社会推广应用。 
2）支持研究、推广应用电力需求侧管理项目

的开展，并对有效的项目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贴。 
使用部分 DSM 资金对错峰和避峰负荷给予一

定的经济补助。如在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中断

对一些客户的电力供应，并给予客户一定的经济补

偿，如果经济补偿适当则能激励客户在电力紧缺时

减少用电，从而改善需求侧的低弹性，同时保证电

力系统运营安全和降低供电成本。 
贷款困难、资金缺乏是当前阻碍能源服务公司

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可以对能源服务公司

给予政策上和经费上的支持。 
随着经济与电力的发展以及用电结构的变化，

电网峰谷差会越来越大。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是电力

需求侧管理的重要技术手段，是实施电力需求侧管

理的基础，因此，应利用 DSM 资金支持电力负荷
管理系统的建设。 

4  结论 

本文对国外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经验

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对我国深入开展电力需求侧

管理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尽管我国的电力需求侧

管理工作得到了各级行政领导的重视，也取得了一

定的进展和成效，但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相比

较，需求侧管理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还需进一步提

高。因此，必须在能源建设上将电力的供方和需方

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进行科学规划。在构建电力需

求侧管理长效机制上，还有许多理论问题有待进一

步研究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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