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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体制改革方案 

（国务院 2002 年 2 月 10 日发布 国发[2002]5 号） 

一、加快电力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力工业发展迅速，电力建设取得

了巨大成就。发电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均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大

部分地区形成了跨省的区域性高电压等级的主网架，缺电状况得

到明显改善，电力工业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在电力市场供求状况发生明显变化之后，现行的电力体

制暴露出一些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弊端。垄断经

营的体制性缺陷日益明显，省际之间市场壁垒阻碍了跨省电力市

场的形成和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现行管理方式不适应发展要求。

为了促进电力工业发展，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争能力，必须加快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进程。 

(三)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电力工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能力，

许多国家进行电力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提供借鉴，国内

先期实行的多家办电以及改革试点工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积累了

经验。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电力体制改革，社会各界要求加

快改革。这些都为电力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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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力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四)电力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按照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

五中全会精神，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电力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从国情出发，遵循电力工业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基础性作用，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电力企业转变内部经

营机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电力体制。改革

要有利于促进电力工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供电的安全可靠性，

有利于改善对环境的影响，满足全社会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要

按照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积极稳妥、配套推进的原则，加强领

导，精心组织，有步骤、分阶段完成改革任务。 

(五)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健全电价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电力发展，推进

全国联网，构建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

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 

(六)“十五”期间电力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厂网分

开，重组发电和电网企业；实行竞价上网，建立电力市场运行规

则和政府监管体系，初步建立竞争、开放的区域电力市场，实行

新的电价机制；制定发电排放的环保折价标准，形成激励清洁电

源发展的新机制；开展发电企业向大用户直接供电的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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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电网企业独家购买电力的格局；继续推进农村电力管理体制

的改革。 

三、厂网分开重组国有电力资产 

(七)实行厂网分开。将国家电力公司管理的资产按照发电和

电网两类业务划分，并分别进行资产、财务和人员的重组。 

属地方政府和其他部门管理的电力企业，也要实行厂网分开。

以小水电自发自供为主的供电区，要加强电网建设，适时实行厂

网分开。 

(八)重组国家电力公司管理的发电资产，按照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要求组建若干个独立的发电企业。华能公司可直接改组为独

立发电企业，其余发电资产(含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中相应的

股份资产)通过重组形成三至四个各拥有 4000 万千瓦左右装机容

量的全国性发电企业，由国务院授权经营，分别在国家计划中实

行单列。发电资产重组要综合考虑电厂的资产质量和所在地域条

件等，进行合理组合。每个发电企业在各电力市场中的份额原则

上不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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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组电网资产，设立国家电网公司。由国务院授权国家

电网公司，作为原国家电力公司管理的电网资产出资人代表。国

家电网公司按国有独资形式设置，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 

设立华北(含山东)、东北(含内蒙古东部)、西北、华东(含福

建)、华中(含重庆、四川)电网公司。这些区域电网公司的经营范

围内，原国家电力公司资产比重较大，其组建工作由国家电网公

司负责，各地方以所拥有的电网净资产比例为基础参股，组建区

域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西藏电力企业由国家电网

公司代管。 

设立南方电网公司。其经营范围为云南、贵州、广西、广东

和海南。在南方电网公司经营范围内，原地方电网资产比重较大，

其组建工作由控股方负责，按各方现有电网净资产比例成立董事

会，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并负责经营管理，在国家

计划中实行单列。 

区域电网公司按现代企业制度设置，做到产权明晰、权责明

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享有法人财产权，承担资产保值增值

责任。区域电网公司根据电力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及合理的企

业法人治理结构，将区域内的现省级电力公司改组为分公司或子

公司，负责经营当地相应的输配电业务。区域电网公司可以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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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蓄能电厂或少数应急、调峰电厂。个别暂未纳入重组后发电

企业的电厂，可由区域电网公司代管。 

(十)国家电网公司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各区域电网之间的电

力交易和调度，处理区域电网公司日常生产中需网间协调的问题；

参与投资、建设和经营相关的跨区域输变电和联网工程，近期负

责三峡输变电网络工程的建设管理；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协助

制定全国电网发展规划。 

(十一)区域电网公司的主要职责是：经营管理电网，保证供

电安全，规划区域电网发展，培育区域电力市场，管理电力调度

交易中心，按市场规则进行电力调度。 

(十二)“十五”期间，电网企业可暂不进行输配分开的重组，

但要逐步对配电业务实行内部财务独立核算。目前在一县范围内

营业区交叉的多家供电企业，应以各方现有配电网资产的比例为

基础。组建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电力公司

以外供电企业的资产关系可维持现状。 

(十三)对现国家电力公司系统所拥有的辅助性业务单位和

“三产”、多种经营企业进行调整重组。电网企业可以拥有必要

的电力科研机构。经营主业以外的业务要按照规定程序报经国家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3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