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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电改新形势的输变电工程后评价体系研究

金博文，王光增
（国网金华供电公司，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１７）

摘　要：针对我国输变电工程后评价尚无统一的评价体系以及尚未体现电改新要求的问题，对考虑电改新形势的输变电
工程后评价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分析电改对输变电工程后评价的影响，以提炼出适应电改的后评价指标。其次

结合国家电网公司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后评价的规定，从项目前期工作评价、准备阶段评价、项目实施过程评价等方

面选取后评价指标，继而提出基于后评价指标的输变电工程后评价综合评分确定方法，最后通过实例分析验证了研究成

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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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输变电工程后评价是对建成运行１，２年后的项
目前期准备、工程建设、运营水平、效益回报的总

结［１－６］。国家电网公司范围内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后

评价指标体系，各单位在电网项目后评价实践工作

中，依据各自对国家电网公司２０１４年发布的《国家
电网公司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后评价实施规定》和对

后评价工作的理解开展电网项目后评价工作，主要

对项目实施前后各个阶段进行局部评价，对于项目

整体建设情况无法做出评价。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

原因是缺乏系统、科学的电网分析评价方法，对电网

现存的和即将出现的问题不能定量给出问题的严重

程度与问题出现的具体位置，同类工程很难对其各

个环节进行横向对比。因此有必要研究形成一套输

变电工程后评价体系，对输变电工程进行全面系统

的分析评价。

此外，考虑到在电力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输变

电工程后评价工作也应依据《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

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号）》（以下简
称“９号文”）的指导方向做出调整，输变电工程后评
价体系也需结合电改影响进行完善和改进。

目前国内对输变电工程后评价的研究主要分为

２类。一类是输变电工程的经济效益后评价，从财
务效益评价和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等方面对输变电工

程开展后评价［１－２］，没有涉及项目的全过程技术评

价。另一类是对输变电全过程的综合评价［３－６］，但

未体现电改新形势的评价内容。

目前国内对输变电工程后评价的研究主要分为

两类。一类是输变电工程的经济效益后评价，文献

［１－２］是采用经济效益后评价理论，从财务效益评
价和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等方面对输变电工程开展后

评价，没有涉及项目的全过程技术评价。另一类是

对输变电全过程的综合评价，文献［３－６］从项目建
设过程、项目持续性、项目环境影响等角度对输变电

工程进行全过程综合评价，但未体现电改新形势的

评价内容。

鉴于此，本文通过对输变电工程后评价内容的

分析，并结合电改新形势的影响，建立了输变电工程

后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各项后评价指标的权重和

评分标准，提出了后评价综合评分方法，从而为输变

电工程后评价提供一套完整和科学的评价体系，有

助于提高输变电工程后评价工作的合理性，进而有

助于加强国家电网公司投资管理、提高投资决策水

平、完善投资决策机制。

１　电改对输变电工程后评价的影响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５日，为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
革，解决制约电力行业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深层

次问题，促进电力行业又好又快发展，推动结构转型

和产业升级，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９号文”，同时
连续下发６个配套文件。“９号文”的下发，标志着
我国电力体制改革进入到了更为深入的新阶段，同

时也对电网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７－９］。

本次电改的核心价值取向是旨在建立一个绿色

低碳、节能减排和更加安全可靠、实现综合资源优化

配置的新型电力体系，推动我国顺应能源大势的电

力生产、消费及技术结构整体转型。在我国已经明

确了“能源革命”战略构想的大背景下，本次电改对

于电网企业的各个环节，特别是配电环节，将产生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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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和深远的影响，具体将体现在电网的规划、运行、

投资、管理等方面。

随着“９号文”的不断深入落实，电力工程项目
的投资方向、投资预期及投资效果也将从先前单一

的提升电网各项技术、经济指标逐步转变为有序放

开的市场化行为。输变电工程的决策、建设及运营

也将考虑市场因素进行相应调整，投资目标更为复

杂，投资环境更为多元，投资效果评价也必将考虑更

多因素。因此，输变电工程后评价工作也应根据新

的形势提出新的评价思路和评价指标。

２　考虑电改的输变电工程后评价指标

２．１　后评价指标架构
依据《国家电网公司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后评价

实施规定》，输变电工程后评价共包括以下几部分

内容：（１）项目前期工作、准备阶段评价；（２）项目实
施过程评价；（３）项目运营情况与经济效益评价；
（４）项目环境影响和社会效益评价。可将这４个方
面作为输变电工程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维度。

此外，考虑电力体制改革大背景，有必要基于电

改对输变电工程后评价的影响，将“电改适应性评

价”也作为输变电工程后评价的一个构建维度。

综上所述，输变电工程后评价指标体系从以上

５个维度来构建，如图１所示。

图１　输变电工程后评价架构

２．２　电改适应性后评价指标选取

由电改对输变电工程后评价的影响分析可知，

电力体制改革对电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电网规划、

运营、服务社会等方面，因此可从这３个方面选取后
评价指标。

（１）规划方面的后评价指标根据“９号文”及相
关配套政策对电改工作及内容的要求，电网企业对

电网的规划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９号文”中提出，要切实加强电力行业特
别是电网的统筹规划，因此必须实现电源规划与电

网规划统筹协调、国家电力规划与地方电力规划的

有效衔接，同时提升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其次，输配电价改革转变了电网企业的盈利模

式与监管方式，强化了电网企业成本约束机制，同

时，对电网企业投资规模预估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核定电网企业准许收入并确定输配电价后，

如果社会用电量与负荷数据预估不准确，偏差较大，

可能出现电网企业营业收入达不到核定准许收入，

无法收回投资的可能性。因此，电网企业需要将准

许收入和输配电价的核定与社会用电量和负荷的预

测有效结合起来，尽量提高用电量及负荷的预测准

确率，合理确定投资规模，保证实际营业收入与核定

的准许收入偏差度较小。

综上，对项目前期规划的评价主要从规划协调

度和规划水平２个方面来考虑。其中，规划协调度
主要从“与上下级电网规划的协调度”和“项目规划

与政府规划协调度”２个方面来评价。规划水平以
“负荷预测准确率”和“电量预测准确率”指标来

评价。

（２）运营方面的评价指标。项目运营方面的指
标主要用来评价项目建设完成后的实际运行效果。

根据电改政策规定及电网企业在电改大背景下的发

展需求，对项目运营方面的评价主要从运行经济性

水平、大用户供电和经济效益３个方面考虑。
１）运行经济性水平。“９号文”中关于“推进

电力交易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化交易机制电改政

策”中规定：“参与直接交易企业的单位能耗、环保

排放均应达到国家标准，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

产品和工艺属于淘汰类的企业不得参与直接交

易。”因此，项目运行经济性水平的后评价，将实际

线损率与预测线损率进行对比，将“实际线损率与

预测线损率／线损率标准的匹配度”作为后评价
指标。

２）大用户供电。“９号文”中鼓励未来电力的
市场化交易，放开大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的消

费模式，为有效确保电网企业的运行效益，在供电服

务中，需加强并提升对大用户的服务质量，并以“供

电范围是否覆盖大用户”指标来评判项目建设对电

网运营效益的贡献度。

３）经济效益。依据“９号文”，电力体制改革
强调加强电网投资行为、成本及投资运营效率监管，

这就要求电网企业进一步加强投入产出效益分析。

一方面，电网企业要对投资规模预估准确性提出更

高要求，可设置“投资估算准确度”指标；另一方面，

电网企业要加强投入产出效益分析，开展财务后评

价，具体包括盈利能力指标和偿债能力指标。

（３）服务社会方面的评价指标。电网企业服务
社会的职能，具体可体现为“提供电力普遍服务”和

“保障清洁能源高效利用”２个维度。
首先，依据“９号文”，电力体制改革需提高电力

普遍服务水平，因此设置“项目是否提供电力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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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指标。

其次，依据“９号文”，针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开发利用面临困难的现状，电力体制改革需要提高

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分布式能源系统发电在电力供应

中的比例，确保可再生能源发电依照规划保障性收

购。可见，依据电力体制改革的精神，电网需保证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接入，故设置“项目是否考虑

电动汽车和分布式电源的接入裕度”指标和“项目

是否具备新能源接入条件”指标。

综上所述，电改适应性维度的输变电工程后评

价指标选取结果见表１。
表１　电改适应性维度的后评价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具体指标 权重

电
改
适
应
性
评
价

规
划

规划

协调

与上下级电网规划协调度 ０．０２１８

项目规划与政府规划协调度 ０．０２１８

规划

水平

电量预测准确率 ０．０３０５

负荷预测准确率 ０．０３０５

运
营

运行

水平

实际线损率与预测线损率／

线损率标准的匹配度
０．０３１９

大用户

供电
供电范围是否覆盖大用户 ０．０２９０

经济

效益

投资估算准确度 ０．０１２２

资产负债率、利息备付率、

偿债备付率是否合理
０．０２４４

成本利润率、资产回报率

是否合理
０．０２４４

服
务
社
会

清洁能

源高效

利用　

是否考虑电动汽车和分布

式电源的接入裕度
０．０１７４

是否具备新能源接入条件 ０．０１７４

电力普

遍服务
是否提供电力普遍服务 ０．０２９０

２．３　其他维度后评价指标选取
除了电改适应性评价维度外，输变电工程后评

价还包括 ４个评价维度，具体为：（１）项目前期工
作、准备阶段评价；（２）项目实施过程评价；（３）项目
运营情况与经济效益评价；（４）项目环境影响和社
会效益评价。将这４个维度作为一级指标，并基于
一级指标的评价维度细分为若干项二级指标和具体

指标，见表２。

３　输变电工程后评价体系

３．１　后评价指标权重和评分标准确定
首先，采用德尔菲法，综合多位电力专家意见，

确定后评价指标权重。其次，后评价指标的评价标

表２　其他维度后评价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指标 权重

项 目

前 期

工作、

准 备

阶 段

评价

项目前期

工作评价

负荷预测准确率 ０．０１８０

投资估算准确率 ０．０１８０

可研报告评审得分 ０．０２７０

初步设计评审得分 ０．０２７０

项目建设

准备工作

评价

建设资金落实度 ０．０２７０

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是否落实 ０．０２２５

设备和材料订货落实度 ０．０２２５

行政手续落实度 ０．０１８０

项 目

实 施

过 程

评价

工程建设

管理评价

（建设工期

评价、投资

管理评价、

质量管理

评价、安全

管理评价）

实际建设工期与工期

定额的匹配度
０．０２７０

实际建设工期与公司

要求工期的匹配度
０．０１８０

实际投资与投资

概算的匹配度
０．０２７０

设计变更等级 ０．０１８０

工程质量问题等级 ０．０１８０

设备质量问题等级 ０．０１８０

试运行指标与设计

指标的匹配度
０．０２７０

电力生产事故数量 ０．０２７０

项 目

运 营

情 况

与 经

济 效

益 评

价

项目运营

评价

变电站负载率与预测负载

率／负载率标准的匹配度
０．０４６０

变电站实际供电负荷与

计划供电负荷的匹配度
０．０４６０

项目经济

效益评价

实际售电收益与计划

售电收益的匹配度
０．０５５２

资产负债率、利息备付率、

偿债备付率是否合理
０．０４１４

成本利润率、资产回报

率是否合理
０．０４１４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和 社

会 效

益 评

价

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

气体排放达标率 ０．０１５０

固定废弃物排放达标率 ０．０１５０

噪声达标率 ０．０１５０

污水排放达标率 ０．０１５０

项目社会

效益评价

ＧＤＰ贡献率 ０．０３００

财政贡献率 ０．０３００

准采用百分制，对于不同类型的指标，其指标评分标

准确定方法也不同，具体如下。

（１）对于指标值为百分比形式的指标，其评分
标准计算方法为 ｙ＝１００ｘ，（式中：ｘ为指标值；ｙ为
指标评分）。

（２）对于指标值为“是”或“否”的指标，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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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是”，表示该项指标符合要求，评为１００分；若
指标值为“否”，表示该项指标不符合要求，评为

０分。
（３）对于指标值已经是百分制数值的指标，如

“可研报告评审得分”指标，则指标得分为其指

标值。

（４）对于指标值为具体等级的指标，评分标准
见表３。

表３　等级类指标评分标准

指标 １００分 ４０分 ０分

设计变更

等级　　
无变更 一般变更 重大变更

工程质量

问题等级
无问题

一般质量

问题

重大质量

问题

设备质量

问题等级
无问题

一般质量

问题

重大质量

问题

电力生产

事故等级
无事故 一般事故 重大事故

３．２　后评价综合评分
输变电工程综合评分可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得

到，首先结合指标评分标准对对各项后评价指标进

行评分，再结合指标权重逐层汇总得到后评价综合

得分，计算思路如图２所示。

图２　输变电工程后评价综合评分示意图

　　图２中：μｍ为第ｍ个一级指标的权重；Ｐｍ为第
ｍ个一级指标的评分；ｍ的取值为１，２，３，４，５。
３．３　后评价综合定级

根据后评价综合评价得分，采用成功度法，将百

分制评分利用五标度法将分数转化为成功度级别。

具体分数划分与成功度级别对应方式见表４。
表４　输变电工程后评价定级

后评价综合得分 １００～９０９０～８０８０～７０７０～６０ ６０～０

项目评级　　　 Ａ Ｂ Ｃ Ｄ Ｅ

４　实例分析

利用本文构建的输变电工程后评价体系，对 Ａ
输变电工程进行后评价，评价结果见表５。Ａ输变
电工程后评价综合得分为８１．６分，根据五标度法可
知Ａ输变电工程的评价结果为Ｂ级，项目建设实现

预期目标，运行状况良好。

表５　Ａ输变电工程后评价结果

一级指标 得分

电改适应性评价 ９．８

项目前期工作、准备阶段评价 ２３．５

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２１．１

项目运营情况与经济效益评价 １７．９

项目环境影响和社会效益评价 ９．３

综合评分 ８１．６

５　结束语

本文研究形成了一套考虑电改新形势的输变电

工程后评价体系。该体系一方面解决了目前输变电

工程后评价难以统一评价的问题，实现了从多角度

对输变电工程的全面评价；另一方面能够满足电力

改革的新要求，涵盖了体现电改适应性的诸多指标。

本文研究成果的应用，有助于提高输变电工程后评

价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而提高输变电工程投

资决策水平，保证电网投资的合理投入，提高电网投

资效率，提升电网公司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电

网公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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