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网安全风险管控办法》的通知

国能发安全规〔2024〕8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各派出机构，全国电力安委会各企业成员

单位，有关电力企业：

为了有效防范电网大面积停电风险，建立以科学防范为导向、流程管理为手段、全过程

闭环监管为支撑的电网安全风险管控机制，保障新型电力系统安全高质量发展，国家能源局

制定了《电网安全风险管控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做好电网安全风险管

控各方面工作，切实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国家能源局

2024 年 10 月 30 日

电网安全风险管控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防范电网大面积停电风险，建立以科学防范为导向，流程管理为手段，

全过程闭环监管为支撑的全面覆盖、全程管控、高效协同的电网安全风险管控机制，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和其他并网主体的业主单位

在电网安全风险管控中负主体责任，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负责各自

职责范围内电网安全风险管控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各有关单位应当高度重视电网安全风险管控工作，定期梳理电网安全风险，有

针对性地做好风险识别、风险定级、风险监视、风险控制、风险治理工作，以便及时了解、

掌握和化解电网安全风险。

第二章 电网安全风险识别和定级



第四条 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负责组织风险识别，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和其他并

网主体的业主单位应当配合做好风险识别工作。风险识别应当明确风险可能导致的后果、查

找风险原因、判明故障场景。

第五条 风险可能导致的后果主要包括电网减供负荷或停电用户的比例，以及机组故障

停运、其他并网主体无序脱网、重要电力用户停电等对电网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的影响

程度等指标。

第六条 风险形成原因主要包括电网结构、电源布局、负荷特性、设备状态、人员行为、

运行环境等因素。部分风险可以由多个原因组合而成。

第七条 故障场景可以参照《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规定的三级大扰动，各电力企业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第三级大扰动中的多重故障、其他偶然因素进行细化。

第八条 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负责组织进行风险定级。

电网安全风险等级按以下原则划分。对于可能导致特别重大电力安全事故的风险，定义

为一级风险；对于可能导致重大电力安全事故的风险，定义为二级风险；对于可能导致较大

电力安全事故的风险，定义为三级风险；对于可能导致一般电力安全事故或县域电网全停的

风险，定义为四级风险；其他风险由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自行定义。

第三章 电网安全风险监视

第九条 电网安全风险监视应当遵循分区分级的原则。

对于四级以上电网安全风险，其中跨区电网风险由跨区电网工程所属电网企业负责监

视，国家能源局负责相关工作的监督指导；区域内跨省的电网风险，由当地区域电网企业负

责监视，国家能源局当地区域派出机构负责相关工作的监督指导；省内的电网风险，由当地

电网企业负责监视，国家能源局当地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关

工作的监督指导。其他风险由电网企业自行监视。

第十条 电网安全风险监视工作应当密切跟踪风险的发展变化情况，动态识别电网安全

风险，滚动调整电网安全风险等级。



第十一条 对于四级以上电网安全风险，相关电网企业应当按照第九条所列监督指导关

系，报告国家能源局或相关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应当报告国

家能源局并抄报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第四章 电网安全风险控制

第十二条 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和其他并网主体的业主

单位负责管辖范围内风险控制工作，将电网安全风险可能导致的后果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国

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负责督促指导各自职责范围内的风险控制工作。

第十三条 对于四级以上风险，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应当制定风险控制方案。风

险控制方案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技术规定、规程等要求，综合考虑风险控制方法与途径，

必要时与发电企业、电力用户等其他风险相关方进行沟通和说明，确保风险控制方案的可行

性和控制措施的可操作性。

对于其他风险，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要明确控制措施。

第十四条 电网企业、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和其他并网主体的业主单位应当落实各自责

任，保证风险控制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确保风险控制方案和措施落实到位。

第十五条 电网企业、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和其他并网主体的业主单位应当综合采取降

低风险概率、减轻风险后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等措施，控制电网安全风险。

降低风险概率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专项隐患排查、组织设备特巡、精心挑选作业人员、

加强现场安全监督、加强设备技术监督管理。

减轻风险后果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转移负荷、调整调度计划、取消市场出清结果、调整

运行方式、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采取需求侧管理措施。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开展反事故应急演练、提前

告知用户安全风险、提前预警灾害性天气。

第十六条 可能对发电企业、电力用户造成影响的电网风险，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

构应当及时做好风险告知和说明；发电企业、电力用户由于自身原因可能影响电网安全运行

的，要及时向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报告。



第十七条 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应对风险控制方案或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其他风险相关方的上级单位应对下级单位风险控制方案或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确保风

险控制措施得到有效实施。

第五章 电网安全风险治理

第十八条 电网安全风险治理应当遵循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的原则，系统防范化解电网

安全风险。

第十九条 风险治理应当与电网规划相结合，通过优化电网规划，适当调整规划项目实

施次序，增强网架结构，夯实电力系统安全运行基础。

第二十条 风险治理应当与设计工作相结合，通过全面细致开展勘察，综合考虑运行环

境、用电需求、负荷特性等因素，实施差异化设计，做好设备选型，提高系统抵御风险能力。

第二十一条 风险治理应当与建设施工相结合，通过合理优化施工方案，加强过程管控，

提升建设施工水平，严格竣工验收，确保电网建设工程质量。

第二十二条 风险治理应当与隐患排查治理相结合，通过加强日常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

工作，消除影响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重大隐患和薄弱环节，减少事故，确保电网安全。

第二十三条 风险治理应当与可靠性管理相结合，通过加强设备全寿命周期管理，分析

设备的运行状况、健康水平，落实整改措施，降低电网运行的潜在风险。同时加强设备可靠

性统计工作，为风险的识别、分级提供技术支持。

第二十四条 风险治理应当与物资管理相结合，通过加强全链条物资采购管理，强化设

备监造和验收调试，严格入网把关，提升设备整体技术和质量水平。

第二十五条 风险治理应当与灾害防范相结合，通过总结灾害发生规律，评估对电网安

全运行造成的影响，因地制宜提高设防标准，并在规划设计、建设运行、物资管理等环节加

以落实，提高电网防灾减灾能力。

第二十六条 风险治理应当与应急管理相结合，通过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建立健全应急

联动机制，加强应急演练，形成多元化应急物资储备方式，控制和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



第二十七条 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和其他并网主体的业主

单位应当统筹推动风险治理工作，定期开展自查和评估，必要时将重点难点问题向国家能源

局及其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报告。

第六章 工作实施和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应通过运行方式分析等方式，按年度总结本单

位电网安全风险管控工作开展情况，深入分析所辖电网存在的安全风险，形成风险识别清单；

提出有针对性的风险管控措施，形成风险控制方案和风险治理建议，编制形成本企业年度风

险管控报告。

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要建立逐级报备审查年度风险管控报告机制。各省级以上电

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应当于每年 2月 28 日前，将本企业年度风险管控报告报担负相应

监督指导职责的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

国家能源局各区域派出机构要汇总形成本区域年度风险管控报告，于每年 3月 20 日前

上报国家能源局。

第二十九条 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要做好重点时段安全风险管控工作，组织开展

迎峰度夏、迎峰度冬专项安全风险分析，形成专项风险管控报告。报告应当围绕迎峰度夏（冬）

电力供需总体特点，滚动识别迎峰度夏（冬）期间的安全风险，对风险监视、控制工作作出

安排。

各省级以上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应当分别于每年 5月 1日和 11 月 1 日前，将迎

峰度夏、迎峰度冬安全风险分析报告报国家能源局或相关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

第三十条 对于识别、监视到的四级以上的电网安全风险，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

要及时将风险识别、定级、监视、控制措施及其实施效果评估情况报担负相应风险监督指导

职责的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对于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和其他并网

主体的业主单位等风险相关方未落实风险控制方案的，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要及时报

告国家能源局当地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

第三十一条 国家能源局及其区域派出机构应当建立年度运行方式分析会议制度，原则

上每年 3 月 31 日前会同地方电力管理部门组织电网企业及其电力调度机构、发电企业、相



关电力用户和其他并网主体的业主单位召开运行方式分析会议，通报运行方式分析结论，统

一厂网认识，加强厂网协同，督促重大风险管控措施和治理建议的落实。

国家能源局区域派出机构应当会同区域内各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共同召开区域

运行方式分析会议。

第三十二条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应当跟踪企业上报的电网安

全风险管控情况，不定期开展电网安全风险管控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或重点抽查，协调、指

导相关方解决电网安全风险管控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第三十三条 对于未按要求报告或未及时采取管控措施而导致电力安全事故或事件的，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均包括本数。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电网安全风险管控办法（试行）》（国能

安全〔2014〕123 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