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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

沪经信运〔2025〕5号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印发
《2024 年上海市迎峰度冬有序用电方案》的通知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有关单位：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关于 2024 年上海市迎峰度冬有序用

电方案及有关专项方案的请示》(国网上电司销〔2024〕917 号)

收悉。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2023 年版）》

和《电力负荷管理办法（2023 年版）》，根据本市电力运行实际情

况，我委组织编制了《2024 年上海市迎峰度冬有序用电方案》(以

下简称《有序用电方案》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有关工作要求如下:

一、高度重视、严格落实。请市电力公司会同各有关单位、

有关电力用户，坚决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供暖季全国能源保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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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精神，按照市政府提出的“三个确保、一个坚持”的原则，以

及《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做好 2024 年我市电力迎峰度冬工作

的通知》要求，坚守限电不拉闸、限电不限民用底线，宁可备而

不用、不能用而不备，高度重视、精准精细、全面落实《有序用

电方案》，优先采取虚拟电厂措施应对短时电力缺口。

二、统筹兼顾、有保有限。2024 年电力迎峰度冬工作要继续

以保障经济稳中求进为核心，以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为重点，

将有序用电与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政策相结合，统筹兼顾、

有保有限，积极化解供用电矛盾，保障产业经济运行平稳；优先

确保重要用户、民生相关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四新企业、稳增长重点企业用电。

三、积极稳妥、灵活调整。市电力公司要加强对用户的指导

协商，积极完善负荷应急管控体系，分层、分区、分线路的细化各

级子预案，和涉及的用户逐一确认，确保降负荷措施安全有效;并

在前期演练和预案工作基础上，根据天气变化和电力供需灵活调整

，持续优化各项负荷管理和应急处置措施，确保电网运行安全和供

用电平稳有序。各区、控股集团要加强领导和协调，组织用户加强

负荷管理预案编制和演练,加强和市电力公司协同配合，安全稳妥

落实各项方案。

四、加强协同、重点推进。充分发挥市区两级用电协调机制，

按照“政府主导、电网组织、政企协同、用户实施”的原则，深

入开展灵活可调负荷资源排查，构建完善超大城市虚拟电厂运行

管理体系，形成以空调负荷、充换电站等为核心的多元聚合虚拟

电厂。按照《上海市加强空调负荷调控、统筹促进电力安全保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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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节约用电实施方案》要求，进一步完善空调负荷管理，有效降

低电力峰谷差。市区两级负荷管理中心要做好虚拟电厂建设与接

入全流程服务，发挥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功能应用，全力推进

虚拟电厂规范化、规模化、数智化发展。

特此通知。

附件：2024年上海市迎峰度冬有序用电方案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5 年 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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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 年上海市迎峰度冬有序用电方案

一、编制原则

1.落实市政府“三个确保、一个坚持”

确保居民生活用电不受影响，确保重要用户的用电需要，确保

城市运行和电网的安全有序，坚持限电不拉电。

2.坚守保民生底线

坚决做到限电不拉闸、限电不限民用，任何情况下不限居民、

不拉居民。优先保障民生相关、重要用户、重大项目的正常用电，

对民生保障和稳增长重点用户只监不限。

3.“有保有限、统筹公平”原则

公平合理落实有序用电措施，在“六保五限”（详见附则）基

础上，突出“保民生”，限电不拉闸，优先保障民生相关正常用电；

“双高”行业先行，先行安排石化、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钢铁、

有色等高能耗行业资源执行。工商统筹落实负荷管理措施，更加适

配本市经济运行和负荷特性。

4.实施分层分级管理

有序用电方案应明确各级方案用户清单和可降负荷，并针对用

电热点地区制定专项有序用电措施，根据缺口大小、轻重缓急、资

源构成、执行准备时间、影响范围等因素，细化有序用电方案分层

分区分级，科学确定各级方案调用方式和实施时段，在保障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的同时，避免对社会面影响和用户经济损失。

二、2024年迎峰度冬电力供需形势分析

1.负荷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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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常年平均天气条件下，预计最高用电负荷 3550 万千瓦；

若出现持续极端天气，预计最高可达 3700 万千瓦，较冬季历史纪

录（2023 年冬季最高负荷）增长 5.73%。

2.供应能力

预计冬季高峰上海最大可调出力 2250 万千瓦，年度典型受电

1090 万千瓦，省间中长期市场化购电 220 万千瓦，考虑预留 110

万千瓦旋备后，最大供应能力为 3450 万千瓦。

3.平衡情况

今冬电力供需紧张，常年天气条件下，以省间中长期交易为边

界，电力缺口 100 万千瓦；如遇极端低温，电力缺口可达 250 万千

瓦。尖峰电力缺口需要通过水电优化、跨省应急支援和虚拟电厂等

措施予以平衡。

4.负荷特性

上海冬季用电高峰一般出现在晚峰，若出现持续极端低温天

气，采暖负荷将大幅攀升，可达1600万千瓦，约占总负荷的44%。

由于晚峰时段居民负荷占比大幅增长，叠加光伏不参与电力平衡因

素，因此负荷管理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三、方案内容

（一）方案概述

按照《电力负荷管理办法（2023 年版）》要求，有序用电规模

应不低于历史最高负荷（4030万千瓦）的30%，安排最大可降负荷

1260 万千瓦，共涉及用户3.96万户，其中工业用户1.60 万户、商

业用户2.03万户、临时用电用户0.33 万户，按比例分配到各区。

方案分为六级，按照每 5%一级制订预案和明确运用规范。方

案优先保障居民、民生相关、重要用户、重大项目的正常用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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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民生保障和稳增长的重点企业只监不限。针对今冬局部热点地

区可能存在的供电瓶颈，制定专项负荷管理方案。建立重点保障用

户白名单机制和两高企业优先让电机制，各区按照国家和我市重点

任务要求确定保障供电白名单。

（二）六级方案构成

1.第Ⅰ级方案主要采用两高、临时用电及工商业用户错峰方式，

最大可降负荷210万千瓦

预计未来一天及以上，发生电力缺口约210 万千瓦以内时，通

过市场激励手段，相继启动虚拟电厂和需求响应措施。若不能平衡

电力缺口，不足部分通过启动本方案予以落实，主要采用两高、临

时用电及工商业用户错峰方式执行。涉及用户包括工商业高压用户、

宝钢股份、金山石化、两高用户及临时用电用户等共1.39万户。其

中，宝钢股份、金山石化可中断负荷最大调控深度达30万千瓦、7

万千瓦，其他用户调控深度通常为10-30%，原则上不超过50%。

市电力公司提前一天及以上通知用户。单次执行时长一般不超

过当日24小时，补偿标准为0.3 元/千瓦时。该方案社会影响范围

相对可控，可中断负荷反应快速、分合灵活，可以抵御大部分的短

时间小缺口。

2.第Ⅱ级方案主要采用两高、工商业高压用户（2023年冬季负

荷为4000千瓦及以上）避峰方式，最大可降负荷210万千瓦

预计未来一天及以上，发生电力缺口约 420 万千瓦以内时，

在实施第Ⅰ级方案基础上启动，方案主要采用两高、工商业高压

用户（2023 年冬季负荷为 4000 千瓦及以上）避峰方式执行，涉

及用户 0.28 万户，用户调节深度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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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电力公司提前一天及以上通知用户。单次执行时长一般不超

过当日24小时，补偿标准为0.3 元/千瓦时。该方案社会影响范围

相对可控，可中断负荷反应快速、分合灵活，可以抵御大部分的短

时间小缺口。

3.第Ⅲ级方案主要采用工商业高压用户（2023年冬季负荷为700

至 4000 千瓦）避峰方式，最大可降负荷210万千瓦

预计未来一天及以上，发生电力缺口约630 万千瓦以内时，在

实施第Ⅰ、Ⅱ级方案基础上启动，方案主要采用工商业高压用户

（2023 年冬季负荷为 700 至 4000 千瓦）避峰方式执行，涉及用户

0.84万户，用户调节深度不超过50%。

市电力公司提前一天及以上通知用户。单次执行时长一般不超

过当日24小时，补偿标准为0.3 元/千瓦时。该方案可中断负荷反

应快速、分合灵活，可以抵御较大规模短时间缺口。

4.第Ⅳ级方案主要采用工商业高压用户（2023 年冬季负荷700

千瓦以下）及低压工商业用户避峰方式，最大可降负荷210万千瓦

预计未来一天及以上，发生电力缺口约840 万千瓦以内时，在

实施第Ⅰ、Ⅱ、Ⅲ级方案基础上启动，方案主要采用工商业高压用

户（2023年冬季负荷为700千瓦以下）及低压工商业用户避峰方式

执行，涉及用户2.14万户，用户调节深度不超过50%。

市电力公司提前一天及以上通知用户。单次执行时长一般不超

过当日24小时，补偿标准为0.3 元/千瓦时。该方案社会影响范围

大，可中断负荷反应较慢，可以抵御大规模的短时间缺口。

5.第Ⅴ级方案主要采用商业用户调休方式，最大可降负荷 210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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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未来3天及以上，发生电网出现连续电力缺口约1050万千

瓦以内时，在实施第Ⅰ、Ⅱ、Ⅲ、Ⅳ级方案基础上启动，方案主要

采用高压和低压商业用户调休方式执行，涉及用户0.48万户。调节

深度为除保安负荷以外的所有不涉及人身安全、公共安全、重大经

济损失的可停负荷，空调全停。为避免频繁启停对用户经营安排的

影响，单次持续时长通常不少于2天，一般按周执行。

市电力公司提前3天及以上通知用户，一般提前1周安排。该

方案无补偿，社会影响范围大，可中断负荷反应较慢，可以抵御周

级的大规模总体性缺口和局部区域缺口。

6.第Ⅵ级方案主要采用工业用户调休方式，最大可降负荷 210

万千瓦

预计未来3天及以上，发生电网出现连续电力缺口约1260万千

瓦以内时，在实施第Ⅰ、Ⅱ、Ⅲ、Ⅳ、Ⅴ级方案基础上启动，方案

主要采用工业用户调休方式执行，涉及工业类高低压用户、宝钢股

份、金山石化、两高用户 0.68 万户。宝钢股份累计调控深度为 45

万千瓦，金山石化累计调控深度为17万千瓦，其余用户调节深度为

除保安负荷以外的所有不涉及人身安全、公共安全、重大经济损失

的可停生产负荷。为避免频繁启停对用户生产安排的影响，单次持

续时长通常不少于2天，一般按周执行。

市电力公司提前3天及以上通知用户，一般提前1周安排。该

方案无补偿，社会影响范围大，可中断负荷反应较慢，可以抵御周

级的大规模总体性缺口和局部区域缺口。为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和基

本物资生产供应，工业用户调休方案放在最后。

本方案能够应对大部分灾害性天气、机组跳闸、外来受电通

道故障等原因造成的可预知的电力供应缺口。各级方案和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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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电力分区供需平衡情况和缺口量级，按电网分区、行政区

域、故障范围等灵活组织、独立实施。如局部区域集中出现较大

缺口，导致部分区域被迫实施更高一级有序用电措施时，参与用

户均按实际实施措施的补偿标准执行。

四、多措并举实施削峰措施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在现有电力资源用足、电网运行优

化潜力用尽的情况下，需求侧管理将作为缓解电力缺口的最重要手

段。我市落实“向管理要效益”的指示，坚持“节约用电先行、需

求响应（虚拟电厂）优先、有序用电保底、紧急负荷压降应急”原

则，进一步深化电力需求侧管理，创新完善削峰填谷措施，从供需

两端发力确保电力供需平衡。

1.节约用电先行

一是组织工商业企业实施错峰检修，协调企业将年度检修尽可

能调整至12月及次年1月，倡导用户将设备停电检修安排至用电高

峰时期，预计降低高峰生产用电30万千瓦。二是倡导商业楼宇空调

节能，在低温时段调低空调设定温度，正常不高于20℃，非工作时

间停开楼宇空调，提倡高层建筑电梯分段运行或隔层停开，关闭不

必要的夜间照明。三是各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要带头示范，倡导

绿色生活，严控非核心区域、办公楼装饰性景观照明。

2.需求响应（虚拟电厂）优先

一是加快推动虚拟电厂建设。进一步挖掘楼宇空调、充换电站、

数据中心、新型储能等实时可调资源，实现虚拟电厂可调能力60万

千瓦。二是大力挖掘柔性可中断负荷资源。需求响应规模达到本地

最大用电负荷的5%（210万千瓦）。三是加快市场机制建设。结合分

时电价和节能减排政策，发、储、充、用多措并举，研究制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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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响应能力、扩大可中断负荷以及完善需求响应市场机制等方

面配套政策，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3.有序用电保底

在可预知电力供应不足等情况下，依靠提升发电出力、市场组

织、虚拟电厂、需求响应、应急调度等各类措施后，仍无法满足电

力电量供需平衡时，通过行政措施和技术方法，依法依规控制部分

用电负荷，维护供用电秩序平稳。一是工商业及重点控制用户实施

错峰措施210万千瓦。二是工商业用户实施避峰措施 630万千瓦。

三是工商业用户实施调休措施420 万千瓦，调休措施主要为应对极

端情况做准备，在本市因燃料供应不足、跨省输电通道故障等原因

导致市外来电无法按计划落实，再叠加持续极端天气和设备故障将

可能造成长时间的电力电量缺口时采用。三项合计1260万千瓦。

4.紧急负荷压降应急

按照“限电不拉闸”原则，在电网出现紧急事故或突发性缺口，

需快速临时降低负荷以保障电网安全运行时，可通过电力负荷管理

系统对安装负荷管理终端的用户临时压降负荷，最大可降负荷 350

万千瓦。

五、工作机制

1.健全新型电力负荷管理中心

市区两级负荷管理中心按照“政府主导、电网组织、政企协同、

用户实施”的原则开展工作，持续完善楼宇空调、充换电站、数据

中心、新型储能等虚拟电厂资源排查机制，推进虚拟电厂规范化、

规模化、数智化发展。市电力公司要加强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和专

业力量建设，在市经济信息化委指导下，负责本市负荷管理方案编

制和日常负荷管理工作，负责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建设、安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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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维护、有序用电措施执行和分析等工作，做好有序用电方案宣

传、培训、演练。

2.多措并举强化协调保障

市级用电协调小组将加强部门协同、市区联动，精准落实负荷

管理各项措施，推动完善空调负荷调控和倡导节能节电工作；电力

公司将积极发挥虚拟电厂和需求响应调节作用，缓解供需平衡压

力；根据节能减排政策配合开展两高企业让电工作；按相关部门要

求，完善调休企业灵活工时安排、景观灯光响应预案和极端低温天

气临时停止户外施工预案。

3.强化有序用电演练

分层分区制订相关演练方案，定期组织市区负荷管理协调机制

开展有序用电演练和培训，确保各项措施演练到位、培训到位、落

实到位。

六 、附则

按照《电力负荷管理办法（2023 年版）》：

（一）重点保障以下用电

（1）应急指挥和处置部门，主要党政军机关，广播、电视、

电信、交通、监狱等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用户；

（2）危险化学品生产、矿井等停电将导致重大人身伤害或设

备严重损坏企业的保安负荷；

（3）重大社会活动场所、医院、金融机构、学校等关系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用户；

（4）供水、供热、供能等基础设施用户；

（5）居民生活，排灌、化肥生产等农业生产用电；

（6）国家重点工程、军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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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限制以下用电

（1）违规建成或在建项目；

（2）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中淘汰类、限制类企业；

（3）单位产品能耗高于国家或地方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的企业；

（4）景观照明、亮化工程；

（5）其他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企业。依据高耗能行业重

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优先限制能效水平低于基准水平

的企业用电需求。

附表：1.上海市2024年迎峰度冬有序用电方案列表

2.上海市2024年迎峰度冬有序用电方案区域调控目标

3.上海市2024年迎峰度冬调控资源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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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上海市 2024 年迎峰度冬有序用电方案列表

单位：万千瓦

序号 有序用电资源组名称
最大可降负荷

（万千瓦）

第一级方案 210.00

资源组1 宝钢股份公司错峰组 30.00

资源组2 金山石化错峰组 7.00
资源组3 两高用户错峰组 22.92
资源组4 临时用电用户错峰组 37.77

资源组5 工业类高压用户错峰组 62.99

资源组6 商业类高压用户错峰组 49.32

第二级方案 210.00

资源组7 两高用户避峰组 36.02

资源组8 工业类高压用户（4000千瓦及以上）避峰组 80.88

资源组9 商业类高压用户（4000千瓦及以上）避峰组 93.10

第三级方案 210.00

资源组10 工业类高压用户（700至4000千瓦）避峰组 87.47

资源组11 商业类高压用户（700至4000千瓦）避峰组 122.53

第四级方案 210.00

资源组12 工业类高用户（700千瓦以下）避峰组 72.02

资源组13 工业类低压用户避峰组 57.04

资源组14 商业类高压用户（700千瓦以下）避峰组 56.95

资源组15 商业类低压用户避峰组 23.99

第五级方案 210.00
资源组16 商业类高压用户调休组 190.81

资源组17 商业类低压用户调休组 19.19

第六级方案 210.00

资源组18 宝钢股份公司调休组 15.00

资源组19 金山石化调休组 10.00

资源组20 两高用户调休组 27.77

资源组21 工业类高压用户调休组 126.52

资源组22 工业类低压用户调休组 30.71

有序用电资源组合计 1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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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上海市 2024 年迎峰度冬有序用电方案区域调控目标
单位：万千瓦

行政区
方案最大

调控负荷

各区各级调控负荷

第一级方案 第二级方案 第三级方案 第四级方案 第五级方案 第六级方案

宝山区 90.99 13.85 14.77 12.38 17.12 10.78 22.09

崇明区 26.51 3.79 4.66 4.88 5.22 2.40 5.55

奉贤区 70.92 10.38 12.49 12.54 12.51 3.30 19.69

虹口区 24.81 2.87 5.18 4.22 4.71 6.95 0.88

黄浦区 38.64 6.05 7.04 7.74 6.85 10.93 0.03

嘉定区 92.93 13.58 16.37 16.44 16.07 15.43 15.05

金山区 64.75 8.70 10.49 10.55 10.40 14.94 9.67

静安区 47.07 6.12 7.68 9.27 8.54 13.19 2.28

闵行区 134.78 20.31 23.76 22.08 24.92 17.73 25.99

浦东新区 316.77 45.79 56.23 55.18 55.94 53.02 50.60

普陀区 35.94 5.19 5.94 8.66 5.44 8.55 2.16

青浦区 58.57 8.53 10.28 10.34 10.29 9.68 9.45

松江区 91.42 13.31 16.02 16.21 16.03 15.09 14.75

徐汇区 38.96 5.01 6.70 8.54 5.56 11.10 2.05

杨浦区 37.35 6.05 7.73 6.62 5.17 7.71 4.07

长宁区 27.59 3.47 4.65 4.37 5.22 9.20 0.68

宝钢 45.00 30.00 0.00 0.00 0.00 0.00 15.00

金山石化 17.00 7.00 0.00 0.00 0.00 0.00 10.00

合计 126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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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上海市2024年迎峰度冬有序用电方案调控资源分布表
单位：万千瓦

资源组
总负

荷

调控负荷
有序用电资源统计 错峰资源 避峰资源 调休资源

错峰资源 避峰资源 调休资源 第一级方案 第二级 第三级 第四级 第五级 第六级

可降

负荷

累计

占比

可降

负荷

资源

占比

可降

负荷

资源

占比

可降

负荷

资源

占比

可降

负荷

累计调节

深度

可降

负荷

累计调节

深度

可降

负荷

累计调节

深度

可降

负荷

累计调节

深度

可降

负荷

累计调节

深度

可降

负荷

累计调节

深度

宝钢股份 150.00 45.00 30.00% 30.00 20.00% 0.00 0.00% 15.00 10.00% 30.00 20.00% 0.00 20.00% 0.00 20.00% 0.00 20.00% 0.00 20.00% 15.00 30.00%

金山石化 60.00 17.00 28.33% 7.00 11.67% 0.00 0.00% 10.00 16.67% 7.00 11.67% 0.00 11.67% 0.00 11.67% 0.00 11.67% 0.00 11.67% 10.00 28.33%

两高用户 335.77 86.70 25.82% 22.92 6.83% 36.02 10.73% 27.76 8.27% 22.92 6.83% 36.02 17.55% 0.00 17.55% 0.00 17.55% 0.00 17.55% 27.76 25.82%

临时用电用户 79.70 37.55 47.12% 37.55 47.12% 0.00 0.00% 0.00 0.00% 37.55 47.12% 0.00 47.12% 0.00 47.12% 0.00 47.12% 0.00 47.12% 0.00 47.12%

工业类高压用户 964.06 429.88 44.59% 62.99 6.53% 240.37 24.93% 126.52 13.12% 62.99 6.53% 80.88 14.92% 87.47 24.00% 72.02 31.47% 0.00 31.47% 126.52 44.59%

工业类低压用户 150.14 87.75 58.44% 0.00 0.00% 57.04 37.99% 30.71 20.4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7.04 37.99% 0.00 37.99% 30.71 58.44%

商业类高压用户 1128.98 512.94 45.43% 49.54 4.39% 272.59 24.14% 190.81 16.90% 49.54 4.39% 93.10 12.63% 122.53 23.49% 56.96 28.53% 190.81 45.43% 0.00 45.43%

商业类低压用户 71.59 43.18 60.31% 0.00 0.00% 23.99 33.51% 19.19 26.8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3.99 33.51% 19.19 60.31% 0.00 60.31%

合计 2940.24 1260.00 42.85% 210.00 7.14% 630.00 21.43% 420.00 14.28% 210.00 7.14% 210.00 14.28% 210.00 21.43% 210.00 28.57% 210.00 35.71% 210.00 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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