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印发开展分布式光

伏接入电网承载力及提升措施评估试点工

作的通知

国能综通新能〔2023〕7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局，有关省（自治区、直

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各派出机构，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充分发挥分布式光伏在推进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中的积极作用，着力解决分布式光伏接网受限等问题，拟在

全国范围选取部分典型省份开展分布式光伏接入电网承载

力及提升措施评估试点工作，逐步探索积累经验，为全面推

广相关政策措施奠定基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范围

综合考虑近年来分布式光伏装机增速、装机规模、光伏

消纳利用情况等因素，选择山东、黑龙江、河南、浙江、广

东、福建 6 个试点省份，每个省选取 5－10 个试点县（市）

开展试点工作。



二、有关要求

请各试点省份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电网企业按照《分布式

光伏接入电网承载力及提升措施评估试点实施方案》要求，

积极有序开展试点工作，按期完成年度研究评估和结果公布

相关工作，国家能源局将组织开展抽查，并在此基础上完善

评估办法。

试点省份能源主管部门要统筹推进省内试点各项工作。

各省电网企业负责营业区内电网承载力及提升措施的具体

研究分析工作，并协助本省能源主管部门做好相关发布工

作。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会同地方能源主管部门做好分布

式光伏接入电网条件的监管工作，接受社会各方意见建议，

及时反映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促进分布式光伏健康有序

发展。非试点省份可根据本省（区、市）实际情况，参照试

点省份开展相关工作。

试点工作时间为期 1 年。

联系电话：010-81929506

附件：

1.分布式光伏接入电网承载力及提升措施评估试点实施方案

2.省级分布式光伏接入电网承载力及提升措施研究分析报告大纲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2023 年 6 月 1 日

https://zfxxgk.nea.gov.cn/1310726992_16866418101661n.doc
https://zfxxgk.nea.gov.cn/1310726992_16866418183341n.doc


附件 1

分布式光伏接入电网承载力及提升措施评估

试点实施方案

为适应分布式光伏快速发展需要，提升电网接纳分布式

光伏能力，充分发挥分布式光伏的电力保供作用，加快构建

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制定

本方案。

一、试点工作目的

随着分布式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规模的持续提升，区域电

源结构、负荷特性、网架结构、调控方式等不断变化，部分

地区出现调节能力不足、反送功率受限、电压偏差过大等制

约分布式光伏接入的问题。为适应分布式光伏快速发展需

要，有效解决分布式光伏接网问题，及时总结可供推广的经

验，确保分布式光伏“应接尽接”，推动分布式光伏高质量

发展，科学合理评估分布式光伏接入电网的承载能力，建立

完善的定期评估、发布等机制十分必要。

二、工作原则

促进发展。系统梳理分布式光伏并网存在的“堵点”“难

点”“痛点”，指导和督促电网企业开展分布式光伏接入电

网评估等相关工作，为分布式光伏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



件和良好环境。

科学合理。坚持科学评估，坚持系统观念，统筹考虑经

济高效、安全运行等因素，以最大程度提高分布式光伏接入

电网承载能力为目标，开展研究评估工作。

鼓励创新。充分考虑当前电力系统技术进步，积极评估

采用新型配电网、新型储能、负荷侧响应、虚拟电厂等措施

打造智能配电网，挖掘源、网、荷、储的调节能力，提高分

布式光伏接入电网承载能力。

试点先行。统筹分布式光伏与电网发展，优先选取接入

容量大、渗透率高的部分地区开展分布式光伏接入电网承载

力及提升措施的试点研究，探索积累经验、统一完善评估标

准，为全面推广奠定基础。

三、总体安排

（一）以电网企业为主体按年度组织开展接网承载力及

提升措施研究分析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电网企业应组织相关试点省份电

网公司参考《分布式电源接入电网承载力评估导则》（DL/T

2041-2019，以下简称《导则》）及本文件相关要求，结合供

电营业区域内分布式光伏 2~3 年发展实施方案及电网规划、

负荷发展水平、资源开发潜力、项目储备等情况，按年度组

织对本企业营业区内县（市）一级电网接纳分布式光伏能力

进行排查和梳理，以省级为单位组织编写《省级分布式光伏



接入电网承载力及提升措施研究分析报告》（以下简称《分

析报告》），并对高压输电网制约分布式光伏接入的县（市）

按照《分析报告》要求开展专题分析，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

施及相关工作计划。低压配电网承载能力按照良好（30%以

下的台区按照《导则》评估为黄色、红色等级）、一般（30%～

80%的台区按照《导则》评估为黄色、红色等级）、受限（80%

以上的台区按照《导则》评估为黄色、红色等级）划分接网

预警等级。《分析报告》应成为电力发展规划中电网和分布

式光伏发展目标及布局的重要依据。

《分析报告》由省级电网企业组织编制，报省级能源主

管部门、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并同步上传至全国新能源电

力消纳监测预警平台。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电网企业汇总

营业区内各省级研究分析报告，于今年 8 月底前统一报送国

家能源局。

（二）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组织电网企业公布评估结果并

做好接网工作

电网企业于今年 9月底前将本区域评估结果报省级能源

主管部门。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根据报送结果，将本省份存在

接网消纳困难的县（市）名单及低压配网接网预警等级通过

各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官方网络渠道向社会发布，并报

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同步发布，合理安排分布式光

伏备案规模和建设时序，引导企业、居民做好分布式光伏开



发建设工作。对于具备条件的省份，鼓励进一步探索建立政

企协同的可开放容量发布机制。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可以组织

电网企业通过合适渠道逐站、逐线、逐台区公布可开放容量。

电网企业按照“公平开放、应接尽接”原则为分布式光伏项

目提供接网服务。不存在接网消纳困难的县（市），应按照

现有政策规定做好本年度分布式光伏接网工作，不得以变电

容量不足、接网存在问题等理由拒绝符合条件的分布式光伏

备案、接网，或设置其他前置条件。存在接网消纳困难的县

（市），按照现有条件做好接网工作，并严格落实分布式光

伏接网能力提升措施。

（三）国家能源局组织第三方咨询机构开展抽查评估

国家能源局委托具备相关能力的第三方咨询机构随机

抽查各省份公布的接网困难县（市），对《分析报告》中涉

及的省级电力系统整体影响、分布式光伏接入关键因素和提

升措施的可行性进行重点评估。相关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参与

抽查评估过程，并提出意见建议。抽查比例结合省级能源主

管部门意见确定，为确保各省分布式光伏接入电网承载能力

的评估结果真实可靠，每个省最低抽查县（市）数量不少于

2 个。第三方咨询机构应在收到评估任务 2 个月内完成评估

工作，并向国家能源局提交抽查评估报告，提交时间原则上

不晚于今年 12 月底。评估报告将作为评价各地区提升分布

式光伏接入能力、保障分布式光伏消纳工作开展情况的重要



依据。

（四）国家能源局组织完善评估办法

国家能源局组织相关单位基于试点工作成果，进一步研

究完善分布式光伏可接入容量计算标准、计算方法、评估标

准、评估方法等关键事项，统筹研究重大问题，逐步完善相

关政策，指导各地试点实践。

（五）地方指导及监管工作

地方能源主管部门应统筹推进省内各项工作，结合发布

的评估结果，在规划制定、项目开发等环节积极引导分布式

光伏合理布局、有序建设，促进源网协调发展。依据国家相

关规划、试点方案和行动计划等，在相关地方五年规划中明

确分布式光伏发展任务，滚动制定 2~3 年实施方案。鼓励县

（市）排查本地区分布式光伏开发潜力，结合省级能源发展

规划或分布式光伏发展规划及实施方案，做好与电网规划的

衔接。能源局各派出机构会同地方能源主管部门做好分布式

光伏接入电网承载力的监管工作，接收社会各方反馈和建

议，及时反映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并督促电网企业按照

《分析报告》要求落实各项接网能力提升措施，促进当地分

布式光伏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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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级分布式光伏接入电网承载力及提升措施研究分析

报告大纲

一、基本情况

说明本省各类电源装机、网架结构、电力需求现状。总

体介绍全省各类电源发展规划、电网建设规划、电力需求预

测，重点介绍全省分布式电源发展规划，包括建设规模、总

体布局、建设时序等。同时，汇总说明本省分布式光伏消纳

受限情况，包括分布式消纳受限县（市）的数量、主要原因、

当前可接入容量等。

二、分布式光伏接入电网承载力分析

（一）省域分布式光伏调峰消纳能力分析

结合全省电源投产计划、负荷需求预测、系统调节能力

提升措施落实情况，重点针对负荷低谷、新能源大发等系统

调峰压力较大时段开展全省调峰消纳能力分析，填报系统调

峰平衡表（附件 1）。

（二）XX 县（市）分布式光伏可接网容量分析

根据各县（市）电源投产和网架建设时序，以分布式光

伏在县（市）域范围内就地消纳为原则，分析全县（市）范

围及存在接网困难的变电站供电范围内电力负荷、电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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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器、线路运行状态，说明造成分布式光伏接入受限的具体

原因，计算并校核全县（市）可接入分布式光伏容量，填报

相关分布式光伏可接网容量平衡表（附件 2、附件 3）。

（三）分布式光伏其他接网问题分析

结合各地区分布式光伏规划容量和总体布局，针对分布

式光伏接入系统方式，分析测算分布式光伏接入后对电压偏

差、谐波含量、继电保护配置等方面的影响，填报分布式光

伏接入系统安全性校验表（附件 4），提出提升系统安全可

靠性、改善电能质量的措施。

三、分布式光伏接网能力提升措施方案

针对分布式光伏接入存在困难县（市），从电网、负荷、

电源侧提出提升分布式光伏接网能力措施方案。

（一） 电网侧提升措施

结合分布式光伏总体规模、总体布局和接入方式，分电

压等级提出电网建设改造升级方案，研究布局独立储能电站

对提升分布式接网能力影响，测算分布式光伏接入能力提升

效果。

（二） 负荷侧提升措施

根据各地区未来电力需求增长预期，结合电力负荷特

性，综合考虑采取用户侧配置储能、参与需求侧响应等措施

对提高分布式光伏接纳能力的影响，测算分布式光伏接入能

力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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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电源侧提升措施

针对各地区电源规模、装机结构、电源出力特性，分析

研究采取常规电源灵活性改造、新增调节电源、电源侧配置

储能系统、加强分布式光伏调控等措施对提升系统接纳分布

式光伏能力的影响，并测算接入能力提升效果。

四、保障机制

从政策、资金、项目管理、项目实施、政企协同等方面，

提出保障措施及工作建议。

附件：1. XX 省 20XX 年各月典型日调峰平衡表

2.XX 县（市）20XX 年分布式光伏可接网容量

平衡表

3.XX 县（市）20XX 年 XX 变电站供电范围分

布式光伏可接网容量平衡表

4.XX 县分布式光伏接入系统安全性校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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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XX省 20XX年各月典型日调峰平衡表

（单位：万千瓦）

序

号
项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2
月

一 本地电力最大需求

1 电力最大需求时段

2 本地负荷

3 外送（受入）电力

二

分布式光伏调峰压

力最大时段电力需

求

1 调峰压力最大时段

2 本地负荷

3 外送（受入）电力

三 旋转备用

四 存量装机容量

1 煤电

2 水电

3 燃机发电

4 核电

5 风电

集中式风电

分散式风电

6 光伏

集中式光伏

分布式光伏

7 抽水蓄能

8 储能

9 其他装机

五 系统开机容量

1 煤电开机容量

2 水电预想出力

3 核电开机容量

4 燃机开机容量

5 生物质等其他电源

开机容量

六
分布式光伏调峰压

力最大时段电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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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调峰压力最大时段是综合考虑典型日负荷峰谷差、新能源出力等因素系统

调峰压力最大时刻。

（2）表中新能源消纳空间=分布式光伏调峰压力最大时段电力需求-分布式光伏

调峰压力最大时段电源出力-旋转备用。

（3）表中新增新能源消纳空间=新能源消纳空间-存量新能源出力。

力

1 煤电出力

煤电平均最小技术

出力

2 水电出力

水电强迫出力

3 核电出力

4 燃机出力

5 抽蓄出力

6 储能出力

7 其他电源出力

七 新能源消纳空间

八 存量新能源出力

1 风电出力

风电同时率

2 光伏出力

光伏同时率

九
新增新能源消纳空

间

十
允许新增分布式光

伏并网容量

1 允许新增分布式光

伏并网功率

2 新增分布式光伏同

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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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XX县（市）20XX年分布式光伏可接网容量平衡表

（单位：万千瓦）

序

号
项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一 供电范围

二 最高电压等级

三 典型日最大负荷

四
分布式光伏大发

时刻负荷

五 装机容量

1 煤电

2 水电

3 燃气电厂

4 核电

5 储能

6 风电

7 集中式光伏

8 其他

六 电源开机容量

1 煤电开机容量

2 水电预想出力

3 核电开机容量

4 燃机开机容量

5 生物质等其他电

源开机容量

七
分布式光伏大发

时刻电源出力

1 煤电

2 水电

3 燃机

4 核电

5 储能

6 风电

7 集中式光伏

8 其他电源

八
上级电网最大允

许反送功率

九
允许分布式光伏

并网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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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表中“典型日最大负荷”、“分布式光伏大发时刻负荷”填入该县（市）

范围内负荷，不考虑外送（受入）电力需求。

（2）表中允许分布式光伏并网容量=(分布式光伏大发时刻负荷+上级电网最大允

许反送功率-分布式光伏大发时刻电源出力)/ 分布式光伏同时率。

（3）表中分布式光伏规划新增容量=允许分布式光伏并网容量-存量分布式光伏

容量。

1 允许分布式光伏

发电功率

2 分布式光伏同时

率

十
分布式光伏规划

新增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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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XX县（市）20XX年 XX变电站供电范围分布式光伏

可接网容量平衡表

（单位：万千瓦）

序

号
项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一 供电范围

二
电压等级（高压侧

/中压侧/低压侧）

三
该站主变压器总

容量

四 典型日最大负荷

五
分布式光伏大发

时刻负荷

六

接入该站中低压

侧及以下装机容

量

1 煤电

2 水电

3 燃气电厂

4 核电

5 储能

6 风电

7 集中式光伏

8 其他

七
接入该站中低压

侧电源开机容量

1 煤电开机容量

2 水电预想出力

3 核电开机容量

4 燃机开机容量

5 生物质等其他电

源开机容量

八
分布式光伏大发

时刻电源出力

1 煤电

2 水电

3 燃机

4 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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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县（市）范围内存在接网困难的变电站须填报此表，其他变电站可视情况

填报。

（2）表中允许分布式光伏并网容量=(分布式光伏大发时刻负荷+中低压侧向高压

侧最大允许反送功率-分布式光伏大发时刻电源出力)/ 分布式光伏同时率。

（3）表中分布式光伏规划新增容量=允许分布式光伏并网容量-存量分布式光伏

容量。

5 储能

6 风电

7 集中式光伏

8 其他电源

九

中低压侧向高压

侧最大允许反送

功率

十
允许分布式光伏

并网容量

1 允许分布式光伏

发电功率

2 分布式光伏同时

率

十

一

分布式光伏规划

新增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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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XX县分布式光伏接入系统安全性校验表

所属

区域

所属

县

电网

运行

方式

分布

式光

伏接

入容

量

（kW
）

短路

电流

最大

值

电压

偏差

最大

值

反向

负载

率最

大值

谐波

最大

值

其他

接网

受限

原因

XX省

XX县

XX县

说明：短路电流、反向负载率、电压质量、谐波水平按照《分布式电源接入

电网承载力评估导则》（DL/T2041-2019）要求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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