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 明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昆政办笺〔2023〕2号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昆明市
优化产业园区用电营商环境十项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滇中新区管委会，各开发（度假）区、

自贸试验（经济合作）区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昆明供电局：

《昆明市优化产业园区用电营商环境十项措施》已经市人民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3月 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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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优化产业园区用电营商环境十项措施

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昆

明市优化获得电力营商环境实施细则》，持续推动产业园区用电营

商环境改革创新，助力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措施。

一、工作目标

以打造西部领先用电营商环境和政企协同“获得电力”示范

标杆为目标，聚焦解决产业园区用电问题，深化政企信息共享，

构建用电新模式，打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高效智能的新型电

力系统，不断提升用户用电获得感和满意度。

二、工作措施

（一）打造节能增效标杆

1. 提供专项服务推动企业节能增效。为企业提供需求侧响应、

容改需、能效诊断、合同能源管理等综合能源服务。根据需要建

设低碳节能示范区，推动充电桩、光伏、储能等设施入园建设。

供电部门在受理产业园区工商业用户用电报装时，同步开展综合

能源服务，实现多种用能需求与用电需求同步获取、同步服务、

同步落地。打造绿色用能产业园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责任单

位：各产业园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昆

明供电局）

2. 推广电能替代，实现节能低碳。在产业园区项目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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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评估电能替代应用，鼓励企业应用热泵、电气厨房、冰蓄

冷空调等，在生产制造领域推广电锅炉、电窑炉、自动引导运输

车等。选取有条件的区域和企业，打造“全电气化”示范案例，

实现终端用能清洁化、低碳化。（责任单位：各产业园区管委会、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昆明供电局）

（二）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3. 加强和规范转供电管理。在具备条件的产业园区标准化厂

房，打造统一报装标准、统一计量装置、统一电价标准的“三统

一”模式。严格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收取电费行为，落实监督责

任，为用户减轻负担。（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市场监

管局、昆明供电局）

4. 释放电力市场化交易政策红利。指导企业参加电力市场化

交易，让企业第一时间享受最新的交易品种，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昆明供电局）

（三）优化电力工程审批

5. 缩短工程审批时限。产业园区内电力工程审批采用告知承

诺方式办理。使用云南省工建系统统一收件、统一出件、资料共

享、并联审批，审批办理时限不超过 5天，推行电子证照。（责任

单位：各产业园区管委会）

6. 放宽工程审批事项。10千伏以下（不含 10千伏）的社会

投资简易低风险电力线路工程免于审批。10千伏开挖长度在 500

米以内的电力线路工程，采用备案制度或采取告知承诺的方式办



—— 4 ——

理，施工前将施工方案等通过政务平台或者线下方式送达产业园

区管委会，并在现场公告施工信息。（责任单位：各产业园区管委

会）

（四）加快电力设施建设

7. 变电站建设与项目同步规划和审批。产业园区管委会在招

商引资和土地出让之前，会同电网企业提前落实配套变电站选址，

按程序完成有关规划调整。土地储备部门负责将变电站用地进行

收储，确保供电设施投产时间与项目投产时间一致。（责任单位：

各产业园区管委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昆明供电局）

8. 完善电力管沟配套建设。在市政道路新建、改建、扩建时，

同步规划建设电力管沟，并无偿移交电网企业使用和管理。道路

工程建设单位应统筹地下管线工程，合理安排建设工期。（责任单

位：各产业园区管委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昆明供电局）

9. 推出“三提前”电力用地收储机制。110千伏及以上电力

设施建设用地，提前公示、提前收储、提前围蔽，缩短建设周期。

（责任单位：各产业园区管委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昆明供电

局）

10. 开展园区变电站试点建设模式。开辟绿色通道，在办理规

划、土地报建等手续时，参照信任筹建模式，政府完成土地收储

后，先行开展变电站建设。（责任单位：各产业园区管委会、市自

然资源规划局、昆明供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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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适度超前规划电力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内的用电企业，投

产后两年内用电负荷达到对应变电站 30%负载率以上，符合规定

的可适度提前开展电力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产业园区规划和土储

部门落实变电站用地，完成市政道路配套电力管沟建设，供电部

门提前开展变电站及配套电力设施建设。（责任单位：各产业园区

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昆明供电局）

（五）提升电力设施迁改效率

12. 优化迁改工程审批权限。35千伏及 110千伏政策性电力

设施迁改工程，由昆明供电局立项审批。10千伏及以下的电力设

施项目由属地县（市）区供电局立项审批。提高决策效率，缩短

迁改时长。（责任单位：昆明供电局）

13. 推行专项客户经理代办服务。供电部门指派专项客户经理

全程配合、协调迁改中的各类事宜，建立迁改项目停电审批绿色

通道。（责任单位：昆明供电局）

（六）创新充电设施建设

14. 推行充电桩“预装”服务。在用地审核环节提前规划，公

共停车场停车位实现低压电力设施 100%预配置，做到“即报即用”。

（责任单位：各产业园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昆明供电局）

（七）数字赋能提高供电可靠性

15. 构建配网数字化运维体系。推动市政视频监控接入供电部

门指挥系统，通过多渠道视频融合建立电网立体化巡检模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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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外力破坏和客户故障出门。加强信息化手段运用，实现电网状

态全面实时感知、故障后快速自愈、设备健康智能诊断，力争 2025

年产业园区平均停电时间小于 1小时。（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市公安局、昆明供电局）

16. 打造计量智能管家。通过计量装置远程精准监测、数据采

集，对用电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安全可控、异常告警等功能。（责

任单位：昆明供电局）

（八）深化能源大数据运用

17. 强化“电力看+”数据分析应用。依托昆明市能源大数据

平台深入挖掘“电力看经济”、“电力看行业”、“电力看能耗”等

应用场景，增设规上企业数据模块，对产业园区用电情况开展专

题分析。通过丰富多样的分析工具反映用电企业的能效水平，为

企业提供电力需求侧服务。（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昆明供电局）

（九）推广“四办”便利措施

18. 强化用电营商环境“联席办”工作机制。在产业园区内设

立联席办公室，发挥政企协同优势，深化实体化运作水平，发挥

好“联席、联办、联络、联动”作用，牵头协调推动主配网电力

工程的用地征收储备、用电方案批复、规划报建审批、工程项目

推进、竣工联合验收等事宜。（责任单位：各产业园区管委会、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昆明供电局）

19. 提升重大项目办电“主动办”服务。强化企业用电信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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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获取机制，持续推动项目全过程审批信息共享、负荷增长预测、

配套电网规划。供电部门实行重大项目办电工程“三经理”服务

（客服经理、工程经理、商务经理），进一步提升主动服务水平。

（责任单位：各产业园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市政务服务局、昆明供电局）

20. 建立企业“一次办”服务体系。构建“电水气网”市政公

用基础设施联合服务体系，优化公共服务协同机制，推行“联合

报装、联合踏勘、联合验收”的“三联办”服务，提供更高效、

更便捷的市政公用事业全过程服务。创新“临电一次办”模式，

在位置集中、开工时间接近的地块，推出临电租赁服务。业务申

请、方案设计、建设施工一次办理，实现“拿地即开工，开工即

用电”。（责任单位：各产业园区管委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务局、昆明供电局）

21. 深化用电业务产品“线上办”。依托互联网服务平台或南

网在线 APP，实现用电业务全流程“指尖办”，构建基于全业务、

全渠道、新能力、新服务的线上智慧营业厅，覆盖电动汽车运营、

产业链金融、综合能源服务等“互联网+”业务，构建线上服务新

生态。（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昆明供电局）

（十）推出电力金融保险服务

22. 拓宽用电缴费融资渠道。企业可申请票据缴费、信用证缴

费等多种电费支付方式，替代现金缴费及其他高息融资工具，有

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责任单位：市金融办、昆明供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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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创新金融服务解决企业扩配套项目立项问题。用电企业土

建工程未能建成移交，但急需供电部门提前开展线路施工的，企

业提供“金融保函+约时送电协议”后，供电部门按规定提前开展

线路工程建设。推广“春城用电保、电能保”等用电保险品类，

降低企业配电设备运维成本。（责任单位：昆明供电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协同创新。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昆明供电局等部门协同推进优化用电营商环境，打造示范项目，

适时总结评估本措施的实施效果，持续优化产业园区用电营商环境。

（二）强化任务落实。各责任部门要结合实际细化工作措施，

抓好工作落实，加强部门联动和政企协同，研究解决重难点问题。

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定期通报落实情况并纳入“获

得电力”营商环境考核。

（三）做好总结推广。各责任部门及时梳理总结“获得电力”

改革创新做法，宣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不断提高改革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