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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上 海 市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
上 海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文件

沪经信运〔2024〕909 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加强空调负荷调控、统筹促进电力安全
保供和节约用电实施方案》的通知

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和本市工作部署，为更好发挥空调负荷调节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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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节约用电中的作用，加快建设源网荷储高效

互动的新型电力系统，制定本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按照执行。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上 海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2024 年 12 月 20 日



— 3 —

上海市加强空调负荷调控、统筹促进电力安全
保供和节约用电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

通知》（国发〔2021〕3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

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加快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工作方案>

的通知》（国办函〔2024〕2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电力负荷

管理办法（2023 年版）》《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2023 年版）》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建筑空调负荷管

理、统筹促进电力安全保供和节约用电的通知》（发改办运行

〔2024〕508 号）相关要求和市政府工作部署，为更好发挥空调

负荷调节在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节约用电中的作用，加快建

设源网荷储高效互动的新型电力系统，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落实国家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工作部署，按照“政府部门主

导、电网企业实施、电力用户配合、多方主体参与”的原则，建

立健全全市空调负荷调控机制，全面提升公共机构、产业园区、

综合商场、办公楼宇、酒店宾馆等公共建筑空调负荷的感知调节

能力，通过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等机制有序引导居民自愿参

与空调负荷调节，逐步实现空调负荷可观、可测、可调、可控，

促进电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形成节约用电、合理用电的良好社

会风尚。力争 2025 年、2026 年、2027 年、2030 年分别形成 40

万千瓦、60万千瓦、80万千瓦和 120万千瓦空调负荷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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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根据技术发展和用户接受度情况对目标开展动态评估和滚动

调整。

二、重点任务

1.建立空调负荷可调控资源库。常态化开展空调负荷资源排

查，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部门职责，推动各区优先针对建筑

面积 1.5 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空调负荷资源开展建档立卡，

梳理建筑面积、资源主体、空调配置等关键信息。各相关行业主

管部门加强协调指导，为电网企业提供便利，加快完成空调负荷

资源接入，形成灵活性强、资源粘性高、可持续性好的空调负荷

资源库。市经济信息化委指导电网企业根据空调负荷特征、响应

速率、响应可靠性等参数，形成全市空调可调负荷清单，并基于

实际响应效果动态更新。（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机管

局、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商务委、市文化旅游局、市教委、

市电力公司）。

2.推进空调负荷监测调控设备安装改造。根据空调负荷资源

库情况，市电力公司组织各区供电公司有序开展现场查勘，按照

“先大后小、先易后难”原则，差异化制定负荷监测调控设备安

装改造方案，公共机构先行先试，全面推进空调可调负荷接入改

造。合理安排施工改造进度，最大限度降低改造影响，改造后及

时接入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并将相关数据与政府行业主管部

门进行共享。市电力公司做好设备安装改造工作计划制订，明确

改造方式、改造规模、时间进度和资金测算，市、区相关主管部

门协助做好空调使用场所主体相关协调工作。电网企业用于空调

负荷管理相关系统平台及装置的建设、运行、维护费用，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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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纳入输配电价成本核算。（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

发展改革委、市机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商务委、市

文化旅游局、市教委、市电力公司）。

3.分类分级完善空调调控方案。市经济信息化委组织市区两

级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开展空调负荷日常管理。以公共建筑为重点，

在确保用户充分知情的前提下，根据电力供需形势，针对需求响

应、有序用电、应急调用等不同场景，稳妥有序将空调负荷纳入

相关负荷管理方案。在供需紧张情况下，按规定启动需求响应后，

直接接入或通过虚拟电厂等方式接入的空调资源应开展自主响

应，党政机关建筑优先响应；在应急情况下，按规定启动有序用

电、应急调用后，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可远程调用空调负荷资源，

保障电力运行安全。（责任部门：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电力公司）

4.探索建立居民空调节能减排碳普惠机制。探索通过虚拟电

厂方式增加居民空调负荷调节规模，同时通过碳普惠机制引导更

大范围居民空调节能减排。在市生态环境局指导下，市电力公司

牵头推动《上海市碳普惠减排场景方法学 居民低碳用电》在市级

碳普惠平台上线运行并持续进行修订完善，在碳普惠平台、网上

国网等业务平台做好相关功能的开发、运营等工作，并通过提供

优惠券、兑换券等方式做好个人碳积分兑换工作，在消纳减排量

的同时激发消费活力。市生态环境局对方法学和减排场景的申报

予以指导支持并及时开展审核，上海环交所做好碳减排量消纳、

碳积分使用、权益商城管理等工作。(责任单位：市电力公司、市

生态环境局、上海环交所)

5.探索空调负荷智能化调用。面向超大型城市运行安全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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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战略要求，依托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建立“站-线-变-户-资源”全路径电系拓扑，形成“空调可

调资源一张网”，研究建立空调行业大模型，探索构建超大型城市

空调负荷资源数字化、智能化调用管理平台。（责任单位：市经

济信息化委、市电力公司）

6.推进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制订《空调负荷接入新型电力负

荷管理系统技术标准》《空调负荷参与负荷管理工作规范流程指

引》《新建公共建筑空调负荷可调能力技术要求》等技术文件，

进一步规范空调负荷接入标准，明确空调负荷资源调用原则，实

现空调负荷资源统一管理，确保空调负荷资源安全可靠调用、精

准及时响应。（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住房城乡建设管

理委、市电力公司）

7.积极开展节能节电宣传。市区两级电力运行主管部门要会

同电网企业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开展宣传“进机关、进商场、进

社区”活动，专项开展空调节能校园宣传活动，宣传空调负荷管

理的重要性、必要性，提高全社会对空调负荷管理的认知度、参

与度。积极倡导公共机构、产业园区、综合商场、办公楼宇、酒

店宾馆等用户执行“除特定用途外，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

低于 26℃；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高于 20℃”的规定，促进

全社会节约用电，为迎峰度夏（度冬）能源电力安全保供营造良

好氛围。（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机管局、市商务委、

市文化旅游局、市教委、市电力公司）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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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商务委、市机管局、市文化旅游局、

市教委、市电力公司等部门和单位组成空调负荷管理工作专班，

负责协调和处理推进中的各类问题，建立系统接入、监测核查、

执行组织、效果评估等全流程工作机制，专班办公室设在市经济

信息化委，牵头开展各项工作。各区参照市级部门职责分工成立

相应的工作小组，统筹本区域内空调负荷管理工作。

（二）加强沟通协调。各区行业主管部门、电网企业要加强

与空调使用主体单位沟通，充分征求意见，结合现场实际，合理

确定空调负荷管理方式，满足合理用电需求，避免用电安全、社

会舆情、民事纠纷等风险。

（三）强化监督评价。市级工作专班研究建立评价机制，强

化工作交流，定期对空调负荷运行管理和调节能力建设情况进行

监督评价，及时总结阶段性经验，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各项

工作任务目标完成。

附件：空调负荷信息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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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空调负荷信息调查表

用户名称 用户户号

用户地址 所属部门

建筑面积（㎡） 建筑名称

建筑类型 □公共机构 □产业园区 □综合商场 □办公楼宇 □酒店宾馆 □学校 □其他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回 路
空调制冷主机是否单独回路：

□是 □否
回路名称

空调机组类型 1.□水冷冷水机组 ; 2.□风冷热泵机组; 3.□多联机; 4.□分体式空调; 5.□其它

制冷系统

基本信息

机型数量

制冷主机机型数量:

空调主机

开关方式

□人工本地操作

□远程控制——集控

蓄冷设备:

□有□无

□远程控制——BA控制

(智能调控温度设置策略)

□其他:

空调主机通

讯接口

□有集控，有能提

供通讯地址点表

电表情况

系统总电表: □无 □有

□有可通讯接口 空调主机电表: □无 □有

□无通讯接口 冷却泵电表: □无 □有

□无法确定 冷冻泵电表: □无 □有

其他电表: □无 □有

制冷主机

拍摄图片 1.主机机型铭牌、如有控制面板、或其他照片可一并拍摄

制冷机型情况

机型1:设备品牌:________设备型号:_____生产年份:______年 总

台数:___ 单台输入总功率：____kW 单台制冷量：_____kW

机型 1:设备品牌:________设备型号:_____生产年份:______年 总

台数:___ 单台输入总功率：____kW 单台制冷量：_____kW

机型 1:设备品牌:________设备型号:_____生产年份:______年 总

台数:___ 单台输入总功率：____kW 单台制冷量：_____kW

(如有更多机型请在空白处自行记录)

蓄冷设备

（无则不填）
拍摄图片

拍摄设备铭牌、如有控制面板、

或其他照片可一并拍摄
是否有蓄冷设备:□无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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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冰)设备
设备品牌:_________设备型号:____________蓄 (制)冰量:______KW

输入功率：________kW 总台数:________

蓄冷(冰)槽
设备品牌:___________设备型号:____________蓄冷量:_________m³
台数:___________

空调运行时段
是否已签订协议:

□是 □否

提前通知

执行时间

□小于1分钟 □1-15分钟

□15-30 分钟 □30分钟-4小时

□4-24小时 □24小时以上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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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12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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