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电网具有自然垄断属性，在配电网改革之前，我国的配电网运营权一直由电网公

司垄断。其中国家电网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营全国 26 个省市的电网，覆盖国土面积

超 88%，南方电网负责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海南等南方五省的电网，同时地方供

电企业在本省范围内进行小规模电网投资。我国的配电网投资形成了以两大电网巨头为

主、地方供电企业为补充的市场格局。 

近年来全国配电网投资额增长缓慢，2015 年仅增长了 1.2%，因此，2015 年全国电

网投资额 24.8%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主干输电网的增长，而配电网投资处于停滞不前的状

态。 

 

2011-2015 年我国配网投资占电网投资的比例的均值为 53.55%，而发达国家如美、

英、日等这一比例分别为 61.94%、63.41%、62.39%，稳定在 60%以上，我国配电网投资

水平相对较低，配电网投资由国网和南网垄断，电网企业投资配电网的积极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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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网企业之外，地方政府和其他企业投资配电网的收益率则极低。通常情况下，地

方政府等其他投资主体，出于招商引资的需求，会对园区配电网进行先行投资，但由于缺

乏运维能力，投资完成后交由当地电网公司代维。由于电力用户缴纳的电费全部由电网公

司收取，配网投资方实质上只拥有配网线路的所有权，没有收益权。 

本轮改革之后，售电侧改革和增量配网改革是新电改的两大亮点，9 号文发布以来，

售电侧改革率先展开，改革红利先行释放，增量配网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 

1、配网盈利模式发生质变 

配电网放开，运营权与所有权可以分离，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投资参股的形式获取配电

网的运营权。配电网运营商诞生，这打破了市场中电网企业一家独大的格局，使得配电网

运营权不再集中于电网企业，而是分散给各个社会资本，改变了目前电网公司垄断配电网

运营权的局面，利用良性的市场竞争带来产业创新和效率提升，提高了配网行业收益率，

更能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配网投资运营。 

 

社会资本通过股权合作等方式成立产权多元化公司，获取增量配电网的运营权，在配

电区域内从事配电网业务、经营配电网，并通过收取输配电价获得收入，输配电价收入具

有持续、稳定、可预期的特点，是社会资本投资运营配电网的可靠收入来源。 

配网设备商和发电商转型配网运营具有套利空间。以配电网建设总投资为 20 亿的项

目为例，配电网建设期为两年，运营期为 30 年，配网设备按照 30 年平均折旧。配电网建

成后，收益主要来源于输配电价，按照 0.10 元/千瓦时计算。分别按照年用电量 30 亿千瓦

时计算内部收益率。贷款年利率为 5%。结果显示配网 PPP 项目 IRR 在 10%-15%之间，

收益率高于一般 PPP 项目。 



 

新增配电网改革之后将释放大量市场红利，运营商要抓住机遇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增

量配电网的建设。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参与增量配电网投资，获取增量配电网建设带来的投

资机会。二是经济园区的运营权。运营商可以与电网企业通过股权合作等方式成立产权多

元化公司，获取配电网运营权，特别是对于高新产业园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工业用电聚

集的经济园区，运营商可通过提供优质的供电服务，帮助园区企业降低能耗成本。同时，

这些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还可以创新运营机制和服务方式，除以市场化、保底供

电等多种方式向受托用户售电外，还可为用户提供综合能源服务、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向用

户提供智能用电、科学用电的服务等增值服务，促进能源消费革命，拓展更大利润空间。 

2、招标主体更为分散，配网投资增长可观 

对于配网设备厂商而言，改革前，由于配电网运营权由国网和南网垄断，因此配网设

备招标市场也由电网公司垄断，由此导致近年来配网设备制造业竞争日益加剧。国网和南

网招标批次的增加以及中标企业的增多导致招标批次价格的下降以及行业毛利率水平的

不断下滑，招标竞争激烈，行业生存环境恶劣。 

 

  



增量配网试点启动后，社会资本参与配网建设的意愿将不断提升，配网运营主体将分

散给众多社会资本。投资主体的增加带来了招标订单的分散化，配网设备市场的竞争将有

所缓和，相关配电设备企业的毛利率也会相应提高。同时改革试点的推进也将释放极大的

投资需求，预期第一批试点项目的总投资额达到 300 亿，其中设备投资 150 亿，2016-2018

年配网投资额有望达到每年 3000-4000 亿，实现国家发改委指导意见中制定的 2016-2020

年累计配网投资额不少于 1.7 亿元的目标，配电设备份额较高的企业能够受益于改革红利。 

随着电改的深入以及配套文件的出台，社会资本参与电网投资的平台得以完善，参与

意愿和参与程度将提高；配网设备招标生态环境将不断改善，市场化程度有望提高，相应

的配电设备企业将迎来新一轮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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