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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2025年电力负荷管理方案

为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供用电矛盾和突发情况，切实做好能

源电力保障工作，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依据《电力负荷管理

办法（2023年版）》《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2023年版）》，特

制定本方案。

一、电力供需形势

（一）全网电力平衡情况

预计2025年全省夏季午高峰最高负荷约1.53亿千瓦，晚高峰

最高负荷约1.46亿千瓦。综合多方面资源组织情况，在正常气象

条件下，可以实现电力供需平衡。若遇极端恶劣天气、新能源发

电不及预期等情况，局部地区、局部时段存在缺口风险。

（二）分区运行平衡情况

全省220千伏电网维持33个分区运行，其中南京东龙分区、

苏州石牌分区、常熟分区，盐城中分区存在供电缺口，无锡梅里

分区、泰州扬州泰扬北分区供电裕度较小。其余分区供电能力满

足要求。

二、方案调控目标分解

电力负荷管理要坚持电力供应安全底线思维，以安全有序、

有保有限、市场主导、灵活高效、保供稳产、注意预防为原则，

合理采取负荷管理措施，最大程度发挥需求响应调节能力，促进

新能源消纳，保障电网运行稳定。严格保障居民、农业、重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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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业和公益服务等用电，优先保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用

电，尽可能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方案包括高耗能行业负荷管理、非工业用户柔性调控和其

他工业企业精准调控三个组成部分。综合考虑工业用电、行业负

荷结构、业扩增长以及各分区供电能力等因素，按照上一年度最

大用电负荷（14706万千瓦）的30%、今夏预计最大用电负荷的

5%下达电力负荷管理调控容量（对应《电力负荷管理办法（2023

年版）》有序用电方案容量）。各设区市按照全省分配的容量目

标要求编制本地区的负荷管理方案。

表1 2025年全省电力负荷管理方案容量分配表

单位：万千瓦

地区 电力负荷管理方案总容量 约定需求响应容量

全省 4412 765
南京 488 82
苏州 998 170
无锡 501 86
徐州 266 45
常州 349 63
镇江 169 30
扬州 205 37
泰州 211 37
南通 387 68
盐城 276 46
淮安 191 34
宿迁 183 33

连云港 188 34

三、方案主要内容

本方案包含用户合计15.8万户，负荷资源最大可用能力4514

万千瓦，占历史最大负荷的30.7%（最大可用能力未考虑同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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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耗能行业负荷管理涉及用户5453户，负荷资源最大可用

能力797万千瓦；其他工业企业精准调控涉及用户128264户，负

荷资源最大可用能力3219万千瓦；非工业用户柔性调控涉及用户

24008户，负荷资源最大可用能力498万千瓦，各设区市负荷管理

方案的用户及措施容量以各设区市政府批复方案数据为准。方案

用户及负荷资源容量将根据用户情况进行动态更新。

（一）需求响应措施。适用区外来电减少、新能源发电出力

波动、机组非计划停运等原因造成电网供电不足的情况。出现电

力缺口时，首先启动市场化的需求响应予以应对。约定需求响应

50374户、可响应负荷1419万千瓦，快上快下664户、可响应负荷

379万千瓦。

（二）负荷普降措施。按照责任公平共担的原则，拓展所有

用户负荷普降的管理模式，鼓励在工业园率先推广实施。科学合

理制定负荷普降比例，引导用户按照目标压降比例自主选择负荷

下降方式及参与设备。涉及用户7148户，最大可调节负荷181万

千瓦。

（三）检修措施。梳理冶金、化工等连续性生产企业的年度

检修计划安排，通过提前沟通协商，组织企业将常规生产设备检

修时间统一调整到夏季高温期间（7月15日至8月15日）进行。涉

及用户232户，最大可转移负荷133万千瓦。

（四）轮休措施。适用于可预见的季节性电力需求增长引起

电力供应短缺，造成较长时间地区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或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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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检修、较大设备故障等原因引起的电力供应严重受限，且较

长时间难以恢复。由全省统一启动，涉及用户12.15万户，执行

方式主要包括“保五错二”或“保四错三”两种。“保五错二”方式平

均每天可转移负荷796千瓦，“保四错三”方式平均每天可转移负

荷1195万千瓦。

（五）调休措施。适用于工作日突发极端较大电力供需缺口、

当天处于全时段缺电，企业错峰用电仍不能达到平衡要求的情

况。调整非连续生产企业休息日的方式，将部分工作日用电负荷

转移至休息日，达到负荷均衡目的。措施包含全省所有非连续性

生产企业，涉及用户11.51万户，最大可转移负荷为2131万千瓦。

（六）有序用电（负荷控制）措施。重视负控技术调控最后

一道防线的作用。6月30日前完成负荷管理终端功能排查整改、

开关接入状态核查及试跳，科学合理设置保安定值。对拒不配合

负荷管理，利用负荷控制技术手段对其进行刚性执行。涉及用户

13.1万户，最大可控制负荷3054万千瓦（严格剔除“六保”用户）。

四、分级调控措施

将平衡缺口占最大用电需求比例，按照Ι级、Ⅱ级、Ⅲ级、Ⅳ

级、Ⅴ级、Ⅵ级分成六个预警级别。根据不同缺口级别，按照“先

需求响应、后错峰避峰、再有序用电”原则，科学精准实施负荷

管理措施。

Ⅵ级（较小缺口5%以内）：启动需求响应措施，邀约用户

自主调节降低用电负荷，力争只采取市场化的需求响应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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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缺口。可优先推动非工空调用户及集中检修用户参与需求响

应，按照节约引导、行政管控、技术保障次序，灵活管理商业楼

宇、公共机构、工业非生产空调用电，有序推进空调负荷柔性调

控。

Ⅴ级（小缺口5%—10%）：若需求响应能力能覆盖缺口则启

动需求响应措施，非工空调用户及集中检修用户优先参与需求响

应；若需求响应能力不能覆盖缺口，则启动方案中其他措施，综

合运用负荷普降、轮休、调休等措施，必要时执行有序用电（负

荷控制）。

Ⅳ级（一般缺口10%—15%）：若需求响应能力能覆盖缺口

则启动需求响应措施，非工空调及集中检修用户优先参与需求响

应；若需求响应能力不能覆盖缺口，则启动方案中其他措施，根

据每日全省电网可用最大电力资源，按照各设区市用电负荷占全

省用电比例，科学合理下达用电限额，各设区市根据用电限额，

综合运用负荷普降、轮休、调休等措施，灵活调用“快上快下”

用户调峰，必要时执行有序用电（负荷控制），确保在限额以下

用电。

Ⅲ级（较重缺口15%—20%）：根据每日全省电网可用最大

电力资源，按照各设区市用电负荷占全省用电比例，科学合理下

达用电限额。各设区市根据用电限额，确定负荷控制实施容量及

用户范围，综合运用错峰避峰、有序用电（负荷控制），足量利

用“快上快下”资源，或启动非连续生产企业调休等措施，确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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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下用电。

Ⅱ级（严重缺口20%—25%）：根据每日全省电网可用最大

电力资源，按照各设区市用电负荷占全省用电比例，科学合理下

达用电限额。各设区市根据用电限额，确定负荷控制实施容量及

用户范围，综合运用错峰避峰、启动非连续生产企业调休或有序

用电（负荷控制）等措施，确保在限额以下用电。若缺口持续时

间较长（一周以上），则全省统一启动轮休措施中“保五错二”

调控措施，压降基础负荷，同时叠加 “快上快下”用户补充调峰。

Ⅰ级（特别严重缺口25%—30%）：根据每日全省电网可用

最大电力资源，按照各设区市用电负荷占全省用电比例，科学合

理下达用电限额。各设区市根据用电限额，确定负荷控制实施容

量及用户范围，同时启动非连续生产企业调休、工业园区负荷普

降等措施，确保在限额以下用电。若缺口持续时间较长（一周以

上），则全省统一启动轮休措施中“保四错三”调控措施，压降基

础负荷，同时叠加“快上快下”用户补充调峰。

五、负荷管理工作机制

在省能源委的领导下，省能源保供综合调度工作专班负责统

筹协调和指导全省电力保供工作。省有关部门、各地负责组织职

责范围内的相关机构及电力用户参与负荷管理。

（一）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确定全省负荷管理调控指

标并分解下达到各市，编制并组织实施全省负荷管理方案，指导

各设区市、电网企业、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开展负荷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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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方案执行落实情况，指导增量配电网企业开展园区内负

荷管理工作。

（二）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负责电力供需平衡监测预

警，配合编制、组织实施负荷管理方案和相关监督检查工作，牵

头全省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建设、运行和维护。

（三） 设区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属地负荷管理工作，编制并

实施当地负荷管理方案，组织需求响应协议签订，组织方案演练

并监督检查方案执行落实情况。

（四）设区市供电公司：负责本地区电力供需平衡监测，配

合发展改革部门编制、组织实施负荷管理方案和配合开展应急演

练、监督检查，按照政府要求通知电力用户负荷管理措施的启动、

变更和取消，落实负荷管理措施，指导电力用户科学、合理用电。

（五）电力负荷管理中心：迎峰度夏期间成立涵盖负荷管理、

调控等专业骨干组成的柔性团队，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建

立联络机制，编制应急值班表。依托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日

内完成多维度的复盘分析，及时通报有关信息。

六、负荷管理组织实施

（一）缺口预警。省电力公司至少提前3天发布平衡风险预警

信息，至少提前30小时向省级电力运行主管部门书面汇报电力平

衡缺口，省级电力运行主管部门会同省电力公司商定负荷管理措

施或限额指标。

（二）方案启动。各设区市接到省侧下达的启动负荷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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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后，立即通知所辖县（市、区）及相关电力用户，做好负荷

管理措施实施安排。

（三）方案实施。（1）事前通知。各级电网企业应严格执行

政府批准的电力负荷管理方案，实施、变更、取消负荷管理措施

前，要通过电话、微信、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实施有序用

电至少于前一天告知电力用户。（2）及时响应。相关电力用户

接到负荷管理指令时，按照指令要求采取措施，确保落实到位。

（3）监测跟踪。各级发展改革部门组织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对响应

执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测、监督检查。

（四）负荷释放。省能源保供综合调度工作专班下发通知解

除负荷管理措施，各级电网企业应及时告知相关电力用户，及时

恢复正常生产秩序。

（五）统计上报。负荷管理措施实施后第2日，各市供电公司

将前1日有关情况报市发展改革委、省电力公司，省电力公司汇

总后报省级电力运行主管部门。

七、负荷管理演练

组织开展负荷管理演练，结合产业特征及负荷资源结构，重

点关注实施流程、各类负荷资源参与负荷管理的组织方式，检验

方案可靠性、有效性及联动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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