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规定》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3_80_8A_

E7_94_B5_E5_8A_9B_E5_c36_325748.htm 《电力并网互联争议

处理规定》(电监会21号令)《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规定》

已经2006年10月26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办公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主 席 柴松岳 二○○六

年十一月二日 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规定第一条 为了规范电

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行为，促进电网公平、无歧视开放，保

证电力交易正常进行，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维护电

力企业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电力监管条例》，

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包括电

力并网争议和电力互联争议。电力并网争议是指发电企业与

电网企业达不成并网调度协议，影响电力交易正常进行的争

议；电力互联争议是指电网企业之间达不成互联调度协议，

影响电力交易正常进行的争议。第三条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简称电力监管机构）处理电力并网互联

争议应当遵循合理、合法、公正、高效的原则。电力并网互

联争议可能危及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或者造成其他重大影

响的，电力监管机构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影响扩大。第四条 电

力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处理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应当忠于职守

，依法办事，公正廉洁，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

。第五条 电力并网争议由电网企业所在地的国家电力监管委

员会区域监管局城市监管办公室负责处理；未设立城市监管

办公室的，由所在区域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区域监管局负

责处理。本区域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力并网争议由



电网企业所在地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区域监管局负责处理

。跨区域的或者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电力并网争议由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负责处理。电力互联争议由国家电力监

管委员会区域监管局负责处理。跨区域的或者在全国范围内

有重大影响的电力互联争议由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负责处理

。第六条 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之间、电网企业与电网企业之

间发生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双方当事人应当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以申请电力监管机构处理。第七条 发电

企业或者电网企业申请电力监管机构处理电力并网互联争议

，应当提交书面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人数提交申请书副

本。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名称、住所和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二）争议具体事项；（三）具体

的处理请求、事实及理由；（四）相关证据材料及其目录。

第八条 电力监管机构收到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申请书后，

应当对申请书的内容进行初步审查，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符合本规定第二条、第五条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并

自决定受理之日起7日内书面通知当事人，并将申请书副本送

达被申请人；（二）不符合本规定第二条、第五条规定的，

不予受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第九

条 电力监管机构发现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之间、电网企业与

电网企业之间发生电力并网互联争议的，应当由有管辖权的

电力监管机构进行核查，对符合本规定第二条、第五条规定

的，应当受理，并自决定受理之日起7日内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十条 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受理通知之日起10日内向电力监

管机构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材料。电力监管机构依照本规

定第九条受理的，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受理通知之日起10日内



向电力监管机构提交书面陈述和有关证据材料。第十一条 电

力监管机构办理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可以组成争议处理小组

。争议处理小组具体负责联系双方当事人，促进双方当事人

意见交流,组织必要的调查研究和论证会,提出协调意见和裁决

意见以及处理有关事项。第十二条 电力监管机构办理电力并

网互联争议，应当查明事实，充分听取双方的意见，审查当

事人提供的书面材料和有关证据。必要时，电力监管机构可

以组织当事人相互质证和辩论，也可以依法进行调查、检查

或者核查。电力监管机构办理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应当研究

确定双方当事人的主要分歧，促使双方当事人围绕主要分歧

交换意见。第十三条 电力监管机构办理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应

当进行协调，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

，提出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协调意见。第十四条 当事人接受电

力并网互联争议协调意见的，电力监管机构应当制作电力并

网互联争议协调意见书，争议处理终止。当事人应当根据电

力并网互联争议协调意见书签署并网调度协议或者互联调度

协议。协调应当自争议受理之日起60日内终结。第十五条 当

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不接受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协调意见的，协

调终结。电力监管机构应当自协调终结之日起15日内作出裁

决。第十六条 电力监管机构作出裁决，应当制作电力并网互

联争议裁决书。电力并网互联争议裁决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 当事人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

二) 争议的事项、理由和请求；(三) 裁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等；(四) 裁决结果；(五) 不服裁决结

果的救济途径和法定期限；(六) 作出裁决的机构名称、印章

和日期。第十七条 电力并网互联争议裁决书应当自电力监管



机构作出裁决后10日内送达当事人。第十八条 电力并网互联

争议情况复杂的，经当事人申请或者电力监管机构认为必要

，可以根据争议的不同类型，邀请与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电

力技术、经济、法律方面的专家，举行专家论证会。每次论

证会邀请的专家不得少于5人。专家论证会作出的结论或者争

议解决方案，应当作为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协调意见或者裁决

决定的依据。第十九条 当事人在电力监管机构作出裁决前，

可以自行依法达成协议，并报电力监管机构备案。当事人自

行达成协议的，视为撤销申请，争议处理终止。第二十条 电

力并网互联争议裁决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裁决规定的

时限内履行。逾期不履行的，由电力监管机构责令履行，并

向社会公布；拒不履行的，电力监管机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电力监管机构作出的裁决不

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第二十二条 当

事人不遵守有关规章、规则的，根据《电力监管条例》第三

十一条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理。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拒绝或者阻

碍电力监管机构及其从事监管工作的人员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或者提供虚假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文件、资料的，根据《

电力监管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理。第二十四

条 电力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处理电力并网互联争议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施

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