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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防患于未然，居安而思危，这是企业超越一时运道的长治之策。随着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将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如何辨别、评估、监测、控

制风险，已成为大家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

在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提速的形势下，电力市场改革必将改变省级电网公

司在行业中的定位，使省级电网公司的经营模式发生根本的变化，省级电网企业面

临着改革与发展等方面的风险。本文运用风险管理的理论，结合电网企业核心业务，

有重点地对省级电网企业在发展、经营、安全等方面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了识别、

衡量、评价等，提出了应对办法和措施，进而全面提出了省级电网企业的风险管理

体系和指标，来建立企业风险文化，加强省级电网企业风险控制，力求以最小的成

本获得企业运营最大的安全保障，从而使公司能够在变化的经济环境中最大限度地

利用机遇、避免损失，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本课题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特点，对于省级电网公司营运风险国内还未系统性

地开展这方面研究，该课题的研究对省级电网企业如何应对各类风险，加强风险意

识，实施风险控制，有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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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caution and preparation as early as possible is what needed to assl|re the long-term

stable operation of companies．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development，the

companies are faced with various kinds of risks in market competition．It has attracted

great concern on how to recognize，assess，momtor and control risk．

With the deepenmg and acceleration of electricity sector reform,the role of

provincial嘶d companies as well as the operational mode will be changed，which exposes

the provincial grid companies to the risks arising from reform and devdopment．This

article analyzed how to recognize，measu∞，assess,cope with the risk of provincial鲥d

companies on development,operation,safe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rid business and

gives the solution to these risks．This article also suggests that the鲥d companies

establish the risk management system in order to foster the risk culture，to strengtlma the

risk control，and to SeCBI'e the safe operation at least cost．The system will facilitate the

company to utilize opportunities and avoid losses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establish the

durable competition advantage in the changing economic SUlTOUndillg．

缸far as now,Provincial grid companies within China haven’t initiated studies in

this ast)eet．With the feature of being comprehensive and forward-looking,the study will

provide reference to provincial grid companies on howto cope with different kinds ofrisk,

enl'fftllce the sensitivity to risk and implement risk eontrol activities．

Key words：Provincial Grid Companies，Operation，Risk,Study,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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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防患于未然，居安而思危，这是企业超越一时运道的长治之策。随着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将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如何辨别、评估、监测、控

制风险，已成为大家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风险管理的理念、技

术、方法和手段，已应用于企业战略的制定、投融资决策、财务报告管理、企业内

部审计体系建设等，涵盖了企业各项业务运作流程和操作等各个层面，形成了系统

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而在我国，风险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一

个相对薄弱环节，风险意识不强，风险管理的薄弱，是企业发生重大风险事件的重

要原因。

在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提速的形势下，电力市场改革必将改变省级电网公

司在行业中的定位，使省级电网公司的经营模式发生根本的变化，省级电网企业面

临着改革与发展等方面的风险。本文运用风险管理的理论，结合电网企业核心业务，

对省级电网企业在发展、经营、安全等方面面l临的风险进行了识别、衡量、评价等，

提出了应对办法和措施，进而提出了省级电网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来建立企业风

险文化，加强省级电网企业风险控制，力求以最小的成本获得企业运营最大的安全

保障，从而使公司能够在变化的经济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利用机遇、避免损失，建立

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本课题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特点，对于省级电网公司营运风险国内还未系统

性地开展这方面研究，该课题的研究对省级电网企业如何应对各类风险，加强风险

意识，实施风险控制，有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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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风险管理的相关理论

1．1风险管理起源与发展

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风险，因此也就有了人类对付风险的活动。随着历史的

发展，人类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人们关于风险的意识不断提高，对付风险的办法

也日益增多，管理技术越来越精良。到20世纪中叶，风险管理作为一门系统的管理

科学正式产生，并且随后形成了近乎全球性的风险管理运动。

人类早期风险管理意识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即人与兽斗争阶段，人与神斗争

阶段，人与神斗争阶段和互助共际阶段。我国古代的风险管理思想早在夏朝后期，《夏

箴》有云：“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在我国封建

社会，商人为了减低商品流通中的抢盗风险，曾经有过一种特殊的对付此类风险的

方法，就是把风险转移至镖局。在国外，古代巴比伦、埃及、希腊和罗马等文明古

国也很早就有互助共济、损失补偿的风险才处理方法，并逐渐演变成现代保险。

风险管理的产生决非偶然，它是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必然产物。企业安全管理思想早在19世纪己开始萌芽，它是伴随工业革命的诞生而

产生。风险管理于20世纪30年代萌芽，50年代形成理论体系，到70年代以后逐渐

发展为全球范围内广受认可的新兴管理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工业都有

较大的发展，企业越来越向大型化发展，生产中发生的事故及其影响已不再是孤立

的、局部的事件，～旦发生事故便会造成连锁的巨大灾难，因此，生产中的安全闯

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专门的安全管理部门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

在风险管理的初期，尽管人们对风险管理还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但企业已利

用保险来转移经营风险的实践，使人们也对此进行了一些研究和采取了一些措施，

后来经过不断发展，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过渡到全面的风险管理。

在企业的风险管理出现之初，美国的学术界对于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就已经有了

认识。1921年，马歇尔在《企业管理》～书中，提出了风险负担管理的观点。1923

年．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美国企业界开展了企业风险管理运动。1931年，在美国经

营者协会(AMA)大会上明确了对企业风险进行管理的重要意义，它除从事保险管

理外，还开展风险管理的研究和咨询。从此，管理企业风险的人，被称为风险管理

人或风险经理。

同时，一方面，民间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加强了对企业风险管理的学术研究，

论著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各大企业也纷纷设立风险管理的部门或风险经理，专门

从事风险管理工作，于是风险管理作为一门新兴的管理科学便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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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

在传统的风险定义中，风险是指损失的不确定性(Risk is the uneertailIty ofloss)，

当代的风险定义中，风险是指预期与实际结果的差异(融sl【is the variation between

expection and practical rcality)，国际标准组织将风险定义为：风险是事件发生的可能

性及其后果的综合(Risk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obability of an event and its

consequences)。由此看出，人们对风险的认识在进步。

风险管理是指各个经济单位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评价和处理，以最小的

成本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的一种管理活动。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既是

风险主体风险管理活动的宗旨，也是风险主体风险管理应达到的目标。

1．2．1风险管理的组织

风险管理组织从广义角度上讲，是指风险主体为实现风险管理的目标而设置的

内部管理层次和管理机构，包括企业风险管理组织结构、组织活动以及两者相互关

系的规章制度。从狭义讲，风险管理组织则主要是指实现风险管理目标的组织结构，

本论文涉及到风险组织系指狭义的风险组织。随着风险主体规模的扩大和管理科学

的发展，风险管理已成为风险主体管理的重要内容，为此风险组织机构也应作为风

险主体的一个重要的职能管理部门来建立。

1．2．2风险管理的基本程序

风险管理的基本程序是指由风险识别、风险衡量、风险管理的技术选择和风险

管理效果评价所形成的周而复始的过程。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第一步，它是指对

风险主体所面临的以及潜在风险加以判断、归类和鉴定性质的过程。风险衡量是指

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通过对所收集的大量详细损失资料加以分析，运用概率论和

数理统计，估计和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幅度。对风险管理技术适用性及其收

益情况进行分析、检查、修正和评估，称为风险管理的效果评估。风险管理过程图

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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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风险的识别

在进行风险管理之前，风险主体必须对所面临的风险进行识别，需要了解面临

风险有那些，它们各自风险因素是什么，如果发生会有什么后果，其中会导致风险

事故的原因有那些等内容，它是整个风险管理过程中最基本的程序之一。风险识别

就是风险主体逐渐认识到自身存在那方面风险的过程。

风险识别指风险主体对面临的风险以及潜在的风险通过历史总结、现场调查、

工艺流程、财务报表统计分析加以判断、归类和鉴定性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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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风险的衡量

风险衡量指在风险识别基础上，通过对所收集的大量的详细损失资料加以分析，

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方法，评估某一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根据确定的

共同接受的排序原则，将量化的风险在总体层面上归类成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风险

细分，形成“战略风险总图”。

制作风险图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根据部门、过程、关键性业绩指标(KPI)或

根据主要风险类别来制定／编制；也可以是层叠式的总分图。风险的排序与风险图的

绘制应遵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互动协作、充分沟通的原则，并持续滚动修改。

1．2．5风险管理技术选择

风险管理技术(gisk Management Teclmiquues)就是根据风险识别和风险衡量的结

果，进行风险应对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一般分为两大类：控制风险型管理技术(Control

Method)和财务型ffinancing Method)风险管理。控制型风险管理技术是以避免、消

除和减少意外事故发生的机会，限制已发生损失继续扩大的一切措施，其重点在于

改变引起意外事故和扩大损失的各种条件，达到减少损失概率、降低损失程度，使

风险损失达到最小的目的。这种风险管理技术通常有：风险回避、损失预防与抑制、

风险转移等。

财务型风险管理技术是通过事先的财务计划，筹措资金，以便对风险事故造成

的经济损失进行及时而充分的补偿，其核心是将消除和减少风险的成本均匀地分布

在一定时期内，以便减少因随机性的巨大损失发生丽引起财务上的波动。也就是通

过财务处理，把风险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财务型风险管理技术通常有：风险自留或

承担、财务型非保险转移和保险等。

风险管理技术是风险应对策略制定的依据。

1．2．6风险管理的评价

风险管理应对策略的适用性和收益性情况进行分析、检查、修正与评估称为风

险管理的评价，风险评价的范围涵盖风险管理体系涉及的各类风险管理以及应对措

施。其中，适用性评价主要包括对各项风险管理措施的完善性和有效性，以及措施

执行的规范性进行评估；而收益性评价主要包括对风险管理措施执行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进行评估。

风险管理评价的关键是看风险管理效益是否能达到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安

全保障。成本包含采取某项风险应对措施所支付的各项费用与机会成本之和，保障

程度就是采取某项风险应对措施后减少的风险(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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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省级电网企业风险管理环境分析

2．1省级电网企业的定位和业务构成

2．1．1省级电网企业的定位

省级电网企业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子公司，是中央直属的国有独资企业，拥有并

运营省域电网，是省域电网的拥有者、建设者、经营者和管理者；承担着促进全省

电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责任，为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等市场主体提供优质、高效、可

靠的输配电服务；为全省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电力保障，是提供省内电网服务、

电力销售服务为核心业务的国有基础事业公司。省级电网企业主营业务分核心主营

业务和非核心主营业务。

2．1．2省级电网企业的业务构成

电网企业的核心主营业务均依托电网开展，可统称为电网业务。核心主营业务包括

规划、投资、建设、运行、维护、经营省内电网，开展电力输配、调度和购销等服

务业务，这些系电网企业营运风险存在的主要方面，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方向。

根据服务内容和对象的不同，电网业务可分为以下两类业务：电力输配业务和电力销售业

务。

电网企业的非核心主营业务系指与电力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程咨询、

施工、修造、通信、外贸、流通、后勤等，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化，在非核心业

务中面临着改革和稳定的风险。

2．1．3省级电网企业的社会责任

电网公司作为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在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中处于重要的地位，责任重大，必须积极发挥重要

的作用。

省级电网企业承担着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发电企业，服务电力客户，服务社

会发展的使命，必须认真实践‘嗔诚服务、共谋发展”的服务理念，省级电网公司必须对

所有者负责，对党、国家和人民负责，对政府和社会负责，企业的经济责任、政治

责任和社会责任，有着直接的统一性。

所以说坚持电网的科学发展，实现卓越管理，提升经营效率和效益，是省级电

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保障。确保安全可靠供电，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电

力保障，是电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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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改革对省级电网企业发展的影响

2．2．1电力体制改革对电网企业的影响

国务院5号文件’确立了电力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十五”期间，我国电力体

制改革取得已重大进展，政企分开、“厂网分开”2己基本实现，发电领域竞争态势已

经形成，新型电力监管体制初步建立，电力工业快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2006年11月1日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十一五”深化电力体

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十一五”时期电力体制改革要抓住电力供需矛盾缓解的有

利时机，巩固已有改革成果，把电力体制改革继续推向深入，重点解决电源结构不

合理、电网建设相对滞后、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等突出问

题。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法制建设，转变电力工业增长方式，促使电力企业提高

效率、降低成本、改善服务，促进电力行业稳定、健康、协调发展和安全运行，为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电力改革骤然提速，势必会改变省级电网公司在行业中的定位，使省公司的经

营模式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对省公司的发展方向起着深远的影响。

——主辅分开。预计近期将实施主辅分开。主辅分开后的省级电网公司可能除

电网业务外，其他非核心业务都将剥离。在剥离过程中，省级电网企业很可能面临

相当的稳定风险。

——发电市场改革。区域电力市场的改革正在加快推进中。继2004年5月月度

市场进入模拟运行之后，2005年lO月日前市场进入模拟运行，2006年4月市场开

始试运行。发电市场的改革，将改变上网电价的形成机制，上网电价的水平将更加

难以预测。如果上网电价不能和销售电价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那么做为中间环节

的电网公司将承受很大的经营风险。

——输配电价改革。华东地区己被列为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地区。目前正在抓紧

测算输配电价水平。国家发改委要求2006年进入试运行。理论上输配电价的实施能

够改变省级电网公司目前靠销售电价和上网电价的价差经营的模式，使得省级电网

公司彻底免于发电市场的价格风险。然而，由于目前输配电价的测算原则目前还没

有确定，使得省级电网公司面临着相当的收入风险。此外，输配电价的实施，客观

要求把电网运营业务和电力购销业务分开核算成本，这将对电网公司的经营管理提

出更高的要求。

——大用户直供和输配电业务分开。今年全国发用电已趋于平衡，有些地区电

力已出现相对过剩，这极有可能催生大用户直供3和输配分开改革，大用户直供的实

’5号文件是指固务院2002年颁发的电力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规定了电力企业打破电力垂直一体化的垄

断体制，建直竞争仃序的电力市场。

2厂嘲分开就是指发l乜厂畸}乜嘲企业的拆分，成为隶属于不同集团仅存在上下辑关系的两个独立企业。

3大用户直供是指发电厂不通过电网公司直接向用户销售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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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会降低电网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给电网企业经营风险和难度。而输配分开的改革

会彻底地改变电网企业的营业方向，导致组织的巨大变革，并给企业带来不可预测

的经营风险。

——电力监管不断深化。“十一五”期间，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开，

电力市场监管体制将不断强化和健全，电监会对电网企业的监管将不断加大，电网

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力将不断削弱，电网企业的经营压力和风险会不断增强。

2．2．2投融资体制改革对电网企业的影响

2004年7月，《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该文件界定了政府

投资的职能和范围，确立了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实现了微观利益和投资风险的紧

密联系，对加强和改进政府投资的监督管理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投资体制的改革从

总体上减少了审批环节，增加了企业投资的自主权，从长远看，能够使得企业更加

灵活地应对电力市场的变化，提高投资的科学性和回报水平，更大程度激活企业的

生产和创新能力，从而对企业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投资体制改革也对企业自身的投资管理水平、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水平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省公司的投资管理体系还不够完善，投资管理职能较为分

散，总体协调力度还不够。投资的风险意识不强，项目管理和控制方面的能力不足

的问题还较为突出，对项目开发过程中的风险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这些都需要及

时加以改进。

从近期看，由于电网项目没有形成明确的核准细则，各政府部门对电网项目的

核准程序的理解存在偏差，各环节互相制约的矛盾常常出现。加上电网项目面广点

多的特性，使得电网项目的核准流程繁琐，工作难度极大。导致近期电网项目前期

工作周期拉长，工期受到较大的影响。

2．3省级电网企业内外部风险环境分析

23．1市场分析4

2．3．1．1电力销售市场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预计全国GDP"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9．5％以上，

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带动下，预计未来几年电力需求仍将保持较高的速度。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就江苏省而言，预计用

电在全社会能源消耗的比重还将进一步上升，根据江苏电力“十一五”规划，预计到

2010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达到3400亿千瓦时，“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9．1％。

然而，受近年来严重缺电的影响，自备电厂装机容量上升很快。以江苏为例，

2005年全省自备电厂容量达到350万千瓦，“十五”期间净增约250万千瓦。由于发

4市场分析以江苏屯网为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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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利用小时较高，自备电厂的迅猛增长对省公司售电量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2005

年公司市场占有率较2004年下降1个百分点。

表l江苏电网电力市场“十五”现状及“十一五”预测 单位：亿千瓦时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五年增长

全社会用电量 1820 2193 2510 2715 2930 3158 3400 9．1％

公司售电量5 1436 1700 1921 2IOl 229l 2488 2695 9．6％

市场占有率6 93．1％ 92．O％ 90．8％ 91．0％ 91．7％ 92．3％ 92．8％ 4"0．8％

自备电厂容量小，效率低，管理水平差，不符合行业发展的方向，随着自备电

厂管理的逐步规范，公司市场占有率下降的趋势将逐步扭转。预计到2010年，公司

市场占有率提高到92．8％。

2．3．1．2输配电服务市场

社会对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使得接入电网的电源和用户数量有了大幅度提高，

电网企业业务范围和营业规模都将扩大。以江苏电网为例，“十五”期问，全省新增

500千伏接入系统机组13台，容量633万千瓦：220千伏接入系统机组66台，容量

1375万千瓦；110千伏及以下接入系统机组256台，容量467万千瓦。新增直供营

业户数964万户7。伴随江苏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十一五”期间，需要送出和接

入服务的电厂和负荷用户数还将稳定在较高水平。预计“十一五”期间全省新增500

千伏接入系统机组29台，容量达到1628万千瓦：220千伏接入系统机组26台，容

量716万千瓦；新增直供营业户数220万户。

2．3．2省级电网企业的发展优势

近年来，省级电网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一强三优”8战略目标的引领下，贯彻国

家公司“三抓一创”9的工作思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呈现了

良好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

一是电网投入不断加大，电网逐步完善，发展成绩显著；

二是电网运行水平迈上新台阶，省级电网安全性不断提高；

三是省级电网资产规模不断增强，各项技术经济指标逐年优化；

四是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不断加强，客户满意度保持在较高水平；

五是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人员素质不断提高。

5不含售区外电量

6市场占有牢；公司售电量，(全社会用也置—营业区内厂用屯盘—营业区内线损电量)

7由于口径调整，该数’#与n卜一五”预测数字不可比。

‘。一强三优”系国家IU网公司的发腱战略H标，丑fI建鞋电剐坚强．资产优良、服务优质和业绩优秀的现代公司。

’。三抓一创”是国家电网公司的总体工作思路，即通过抓发展，抓管理、抓队伍．束创建国际一流电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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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电网企业面临的困难和劣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化，省级电网企业面临着改革、发展、

经营、稳定压力很大，主要表现在：

l、电网存在薄弱环节，有待进一步完善
’

受制于电网固有的特点和特殊的发展历程，电网公司始终面临着一些特有的问

题。尤其是厂网分开后，电源发展的无序发展，使电源负荷的不均衡分布，影响了

电网的暂态稳定水平，给电网公司输送电力、调配资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电网愈

来愈密集导致系统短路容量紧张等等，对电网安全稳定经济运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

风险。

2、盈利能力不足，发展受到限制

长期以来由于电网环节电价占销售电价的比重过低，使得电网公司盈利水平低

下，从整体上看电网企业往往“大而不强”，省级电网企业更是如此。2006年7月，

《财富》(Fortune)杂志公布了全球500强企业最新排名。在新一期排行榜上，共有

22家电力企业入选全球500强，其中，国家电网公司以869．8亿美元的营业收入蝉

联公共服务类(Utilities)企业第一名。但国家电网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

率、收入利润率等指标都排名与世界先进电力公司差距十分显著。由于近年来受需

求的拉动，电网投入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水平，省级电网公司盈利能力不强，使得资

本金缺口压力很大，电网发展后继乏力，经营存在较大的风险。

3、电网企业安全生产仍面临隐患，安全生产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尚需

完善，就全国而言，威胁电网安全的事故时有发生、人身伤害事故频发，重大设备损

害的事故未能杜绝，安全生产的存在着较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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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省级电网企业营运风险的分析与识别

3．1发展风险的分析与识别

3．1．1市场竞争风险分析与识剐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以及国家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扶持、其

他能源的市场扩张、华东区域电力市场的发展等诸多市场环境因素影响，电网经营

企业面临可替代能源、大用户向电厂直购电以及企业自备电厂一定程度的竞争。因

此，研究、识别、衡量市场竞争因素，强化公司对市场竞争风险的应对，有利于提

高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耗中的比重，提高公司销售电量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比例，壮

大公司实力，更好地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目前电力市场竞争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l、可替代能源在终端能源市场的传统地位。可替代能源是指在终端能源使用中

与电力一样均可满足客户的生产或生活需求的能源，主要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

能源品种。

2、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的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阳

能、地热、生物质能等可再次利用的能源。

3、电厂向大用户直供电的趋势。国家发改委已颁发的《电力用户向发电企业直

接购电试点暂行办法》，明确了试点的指导思想、目的、原则、范围条件、主要内

容及组织实施要求，尽管目前华东电网暂未进行试点，但根据国家电力改革要求，

大用户最终可直接与电厂签订购电协议。

4、企业自备电厂的不断扩大。企业自备电厂是指企业自身配备的电厂，所发电

力供企业自身使用，多余部分按电价政策上网销售。

3．1．1．1电力竞争优势

电力是一种清洁能源，具有使用方便、安全、可靠，自动化程度高，在许多用

能领域有不可替代性等特点，因此具有固定的市场份额。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供

电企业规模大、技术先进，综合实力强，“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满意”的公司服

务理念已经形成，企业形象已得到社会的认可。

3．1．1．2电力竞争劣势

l、电价受国家政策高度管制，电力营销手段缺乏灵活性。

2、分时电价也会带来一定的市场风险。一些高耗能企业面对较高的高峰用电成

本，可能会考虑企业自发电，这势必影响供电公司的售电量。

3、电力自然垄断造成人员市场竞争意识不强。由于电力自然垄断，客观上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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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市场竞争意识不强，存在坐等客户上门的传统观念，使许多潜在的市场份额被其它能源占有。

4、对电力市场竞争研究不够。电力市场竞争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范围和深度

都无法满足竞争的需求，这增大了决策风险。

5、电源建设滞后影响供售电量。电源建设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其建设规模和

速度直接影响到电力供需平衡。滞后的电源建设会导致电力供应无法满足客户用电

需求，同时，电网高峰时段电力供应紧张造成拉、限电，客观上在电力客户中产生

不良影响，对电力销售带来不利，影响到公司供售电量。

6、局部电网结构薄弱造成供电瓶颈。经济建设的高度发展和局部发展不平衡，

造成局部电网薄弱，产生供电瓶颈，限制了部分客户的用电需求，影响了客户的满

意度。

7、电力营销业扩流程还需进一步优化。现有业扩流程涉及部门多，任何一个环

节的手续滞缓，将导致业务开放和送电时间延误。

3．1．2电网规划风险分析与识别

电网规划特别是长期规划一般要扩展到几十年，在长期规划中，未来电力需求

增长情况，发、输电设备的选择，运行方式的多变性以及社会、环境影响因素等表

现出很强的不确定性，因此，长期电网扩展规划需要在同时考虑多种不确定因素的

条件下寻求最优方案，使总贴现费用最少。电网规划的这种不确定性，会随着规划

周期的增长而明显增加。

电网规划的风险主要来自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外部风险因素包括由

于未来电力需求的增长、电源规划和区域功率交换方案、国家、地方政策以及环境

影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内部风险因素包括电网自身发展过程不协调、

不配套，如有功和无功、一次和二次系统、短期和长期规划的以及一定规划周期内

所采用的电网装备水平与技术原则可能无法适应今后发展的需要等所带来的风险。

1、未来电力需求的不确定性。对未来宏观经济发展态势的判断、因地方经济政

策、产业结构及城市发展规划调整等不确定性因素、将会影响到对电力需求总水平

的预测，导致在确定一定规划周期内的电网发展和投资总规模以及在网架布局时存

在着巨大的风险。因某些大型电力用户项目建设的不确定性，导致在确定局部电网

规划方案时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2、电源规划的不确定性。由于电源布局的不合理将给整个电网的规划和发展带

来巨大的压力。由于电源项目建设的取消、推迟或提前等将给电网的规划和发展带

来一定的风险。电力市场条件下，当电源规划独立于电网规划时，作为电网规划依

据的未来电源规划情况表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

3、国家政策以及环境影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

国家政策、环境影响以及电网建设成本方面的等不确定性因素对电网规划将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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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规划项目的技术、经济、环境等指标的选择。受城市发展

规划调整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电网规划方案的实施，如变电所所址、

线路走廊的落实等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当系统的枢纽变电站和重要输电通道出现这

类情况时，将给电网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

4、内部风险因素。因一次网架结构规划不合理，输电网规划与配电网规划、有

功规划与无功规划、二次系统规划与一次系统规划、短期规划与长期规划发展的不

配套、不协调将给电网安全、可靠、经济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不利影

响。

3．1．3电力市场改革风险分析与识别

总体上说，电业市场化改革潜伏着四大类风险，一是缺电风险；二是电价风险；

三是队伍稳定风险；四是电力系统大事故风险。

3．1．3．1缺电风险

缺电风险的表现形式是由于电源不足或电网制约，不能满足用户的电力需求，

重新出现拉电限电现象。缺电风险的产生原因是：缺电责任主体不明确、电力(电

源)投资来源缩小、网厂分开后，电网企业不再投资电源，电源建设又少了一块投

资来源。上述因素必须引起重视，如不采取相应的防范对策，就可能引发缺电风险。

3．1．3．2电价风险

电价是调节电力发展速度、电力企业利益和电力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杠杆，也是

政府、电力企业和电力消费者对电业市场化改革的关注焦点。

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电价过低，遏制了电力发展，导致长期严重缺电。集资

办电时期，在政府的调控下，电价水平逐步上升，促使电力高速发展，拉电限电逐

年减少，电价的上升也得到消费者的理解。

今后，有利于电价降低的因素主要有：

①集资办电中征收的电力建设资金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层层加价，都被取消，用

户负担减轻。

②打破电力市场壁垒，开放电力市场和电网，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电价降低。

③在市场压力下，电力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从而降低电价。

④电力市场上的竞争，压缩电力企业的利润空间，从而降低电价。

另一方面，可能引起电价上升的因素主要有：

①一次能源涨价，将使发电成本上升。目前煤价有上升趋势，“西气”送到东部

的价格估计也不会低。

②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排放收费越来越高，大部分燃煤电厂都将装上脱硫装置，

发电成本必然提高。

③在“两改一同价”中，各省电力公司对城乡电网改造都投入巨额资金，需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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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年还贷并支付利息，同时农村低压电网线损和乡村两级电工的费用转移进来后，

电网企业成本增加，需要在电价中消化。

④在电力批发市场的竟价过程中，如果供大于求，则市场实时电价下降；如果

供求关系紧张，甚至供不应求，则市场实时电价上涨，甚至成倍、成几倍地大幅度

上涨。美国加州电力市场就出现此种现象。以下几种原因都会导致电力市场价格飚

升：电力需求增长速度预测失误；电力发展规划失误；电源建设滞后；市场设计和

市场规则有漏洞；天早水电枯竭：数台大机组同时被迫检修；网络制约；市场操纵。

⑤有些地区、有些分类电价以前没有上升到位，本来就应补涨。

因此，总体上，电价水平有可能下降，也有可能上升，政府承担着“政治风险”；

而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及电力消费者各自也承担着不同的电价风险。

3．1．3．3队伍稳定风险

稳定的职工队伍是企业正常运营的重要保证，研究队伍稳定风险对处于电力体

制改革关键时期的电网企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十五”期间电力体制改革已基本完成了“厂网分开”改革，但“十一五”期

间电力体制将进行“主辅分开”“主多分开”改革，就是要将辅业——矗电工、修造企

业从电网企业中分离开来，将电网主业和多种产业分离开来。辅业面临着严峻的市

场竞争压力，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高，现阶段辅业分开的最佳时机已过。电力体制改

革对职工队伍稳定的风险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主业人员方面

国家关于电力体制改革的政策相继出台，厂网分开、主辅分离、重组电网资产

正在推进，重组后各类电力企业要转变经营机制，优化组织结构，精简管理层次，

深化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对各级电力企业的机构设置、定员

编制情况也会作出规定，涉及到分流和重新安置的人员将不在少数。重薪安置岗位

直接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对主业职工的思想稳定等方面会有一定影响，在一定

程度上会间接地影响到工作质量。

2、多种产业人员方面

按照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的要求：辅助性业务单位要与电网企业脱钩，进入市场。

“三产”和多种经营企业或参加发电企业重组，或交给地方政府管理。目前除个别多

经企业属国有企业，其余绝大部分通过资产重组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这就使多经企

业的职工，特别是在多经企业工作的全民身份的职工面临身份转换等问题。多经企

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虽然已逐步社会化，但大量的管理工作还是由原企

业承担。一旦其原工作的多经企业与电网企业脱钩，管理方式发生变化，会对离退

休人员造成影响。

3、农电人员方面

按照电力体制改革有关文件规定，将乡电管站改为县供电企业所属的供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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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财、物由县供电企业实行统一管理。农村低压电网的运行维护是靠低维费政

策来支撑的，农村低维费的提取和使用是以县供电公司为单位单独建帐，而提取标

准是由省物价局核定，使用的范围均给予了明确界定。低维费标准的高低以及人员

工资、保险等工资性费用核定标准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农电职工收入和农村电网

的安全运行。

3．1．3．4电力系统大事故风险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电力体制下，建立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以行政权

力为主要手段的运行机制和事故防范机制。在实施电业市场化改革后，将发生三个

变化：

1、全国电力系统的集权程度大幅下降，横向各子系统之间、纵向发电输电配电

各环节和各电力企业之间的独立性大大增强；

2、全国电力系统内部行政权力和行政手段的作用大大下降；

3、全国电力系统内部协调的难度增加。 。

由于上述变化，原有事故防范机制的作用将下降，整个电力系统的“稳定”和“秩

序”将受到考验，因此，潜伏着电力系统大事故风险。

3．2安全生产风险的分析与识别

3．2．1电网安全风险分析与识别

电网安全风险包括自然灾害、设备故障、人为原因及其他其他方面。

1、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对电网的影响主要有风暴、地震、海潮、暴雨洪水、火灾等。其影响

程度一般比较大，危及范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设备故障

设备故障对电网的影响主要是由发电厂、变电所和高压输电线路的故障引起的。

特别是发电厂、变电所的母线设备和主要设备的故障，对电网的影响和危害程度最

为严重。设备故障是导致电网事故的重要来源之一，一般情况下单一故障不会对电

网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多重故障下的连锁反应，加上电网分析上的考虑不足及安

全稳定三道防线配备不合理等，就可能导致电网的重大灾难。其中发电厂、变电所

高压侧母线刀闸故障发生的几率较高，所造成的后果也较为严重，往往是导致母线

故障扩大事故的的直接原因。

3、人为原因

人为原因对电网的影响主要是指由于人员的疏忽和错误操作或人为的外力破坏

影响电网的正常运行乃至引起严重的后果，如误操作、误整定、误调度、外力破坏

等。外力破坏是近年来对电网影响最大的威胁之一，外力破坏将直接导致倒塔、断



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三章省级电网企业营运风险的分析与识别

线、重要设备的损坏和失效。其中吊车碰线引起的电网故障和偷盗电力设施引起的

铁塔变形、倾倒对电网的威胁是常见的情况。

3．2．2人身安全风险的分析与识别

3．2．2．1电力生产人身事故分类与统计分析

电力生产过程中，由于设备存在的缺陷或故障、作业场所的环境条件不良以及

人的不规范行为等因素，有可能对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伤害，引发人身伤亡事故。

国家电网公司《电业生产事故填报手册》把电力生产人身事故的类别分为：物

体打击、车辆伤害、道路交通、机械伤害、起重伤害、触电、淹溺、灼烫伤、火灾、

坍塌、刺割、高处坠落、倒杆塔、放炮、锅炉容器爆炸、其他爆炸、中毒窒息和其

他共计18类。据统计资料显示，近十年期问发供电企业发生的电力生产人身中，触

电占伤亡总人数的20．18％；高处坠落、灼烫伤分别占到伤亡总人数的17．54％。触电、

高处坠落死亡人数分别占死亡人数的29．41％和23．53％；触电、高处坠落重伤人数分

别占重伤人数的22．22％和37．04％。由此可以看出，触电和高处坠落造成的人员伤害

在各类人身伤亡事故中占据主要位置，是电力生产过程中人员伤亡的主要矛盾，对

人员安全构成的威胁最大，产生的后果也最严重。其次就是物体打击、机械伤害和

灼烫伤等事故类型。

3．2．2．2人身安全风险的识别

电力生产过程中，由于设备存在的缺陷或故障、作业场所的环境条件不良以及

人的不规范行为等因素，有可能对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伤害，引发人身伤亡事故。

依据人身伤亡事故的成因，结合现有的电力生产实际工况，对电力生产人身安全风

险可作如下辨识，见下表2。

表2电力生产人身安全风脸识别

施 危险因素 可能后果

1 在无人监护情况下从事电气作业。 触电

2 电气检修不核对设备名称、编号。 触电

3 使用不合格的绝缘工器具。 触电

4 挂接地线前朱验电。 触电

5 没有挂接地线即进行电气检修。 触电

6 误碰带电设备。 触电

7 电气检修不办理工作票。 触电

8 屯气检修未严格执行监护制度。 触电

9 电气检修擅白扩大工作范围。 触电

10 电气高压核相试验操作不当。 触电

1l 作业现场私拉乱接临时电源。 触屯

12 使_【fj无防滑措施或不合格的梯子。 高处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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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危险因素 可能后果

13 高处作业不使用安全带或使用不规范。 高处坠落

14 高处平台作业无围栏或围栏不合格。 高处坠落

15 孔洞旁作业孔洞无盖板。 高处坠落

16 使用不合格脚手架。 高处坠落

17 脚手架没有按规定验收检验。 高处坠落

18 线路高处作业。 高处坠落

19 搭建跨越架。 高处坠落

20 冬季户外高处作业无防冻措施。 高处坠落

2l 高空作业时工器具无防坠落措施。 物体打击

22 进入施工作业场所不戴安全帽。 物体打击

23 使用不合格的吊装用具。 物体打击

24 起重作业时违章指挥和作业。 物体打击

25 易燃易爆物品违章存放。 火灾、爆炸

26 动火工作违章作业。 火灾、爆炸

27 线路基础施工安全措施不到位。 坍 塌

28 机械加工作业时安全措施不到位。 机械伤害

29 线路立(拆)杆塔时安全措施不到位 倒杆塔

30 进入电缆沟内作业安全措施不到位。 中毒窒息

31 进入SF6配电装置室安全措施不到位。 中毒窒息

3．2．3设备安全风险的分析与识别

设备安全风险是指设备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其不能完成预定

功能的概率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设备安全每一类风险产生的原因从六个方面分析：

设计、制造、施工、检修、运行、外力破坏。由于电网企业设备庞杂，本文以开关

类设备为例进行设备风险的阐述。

3．2．3．1设备安全风险的分析

设备风险识别对象为电网一次主要设备(开关类设备等)，二次主要设备(继电

保护设备)，自动化类主要设备(电网调度自动化装置类设备)，通信类主要设备，

变电所辅助设施以及变电所保护接地装置、接地网存在的安全风险。

3．2．3．2设备安全风险的等级评定

设备安全风险后果等级分为人身伤害和设备伤害两种，分别进行评定。

人身伤害等级，以生命损失为主，即设备故障或损坏时，危及运行人员、检修

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伤害程度，共分为“无问题、小、局部、大范围”4

级，定义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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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定 义

无问题 没有发生人身伤害的危险

小 故障或损坏设备周围不可能有人身伤害的危险

局部 故障或损坏设备周围有人身伤害的危险

大范围 故障或损坏设备周围较大范围内工作人员有人身伤害的危险

设备伤害等级，以经济损失为主，即设备故障或损坏时，危及设备本身、其他

受影响设备的伤害程度，所发生的修复费用，以及停役造成的供电损失程度等，共

分为“微弱的、中等的、严重的、灾难的”4级，定义见表4。

表4设备安全风险后果之设备伤害等级的定义

等级 定 义

微弱的 有加速设备老化或降低使用寿命，但不引起故障停役或损坏的危险

中等的 有设备故障停役或损坏的危险

严重的 故障或损坏设备有引起相关主设备故障停役或损坏的危险

灾难的 故障或损坏设备有引起系统故障停役的危险

3．2．3．3设备安全风险的识别见表5(以开关类设备为例)

表5开关类设备安全风险的识别

程度
风险类别 现 象 主要原因 产生后果 人身 设备

伤害 伤害

设计原因一设备设计选型有误，造成
设备短路 设备选型时载流能力、短路开断能力 开关设备烧

第一类风险
开断容量 不足，产生风险。 损或爆炸

灾

主回路系统
不足 运行原因一电网发展迅速，设备原安 烧损主回路 局

难
隔离开关 装地点短路容量上升，运行管理部门 接触电阻 部

风险 的
主触头发 未坚持每年一次的短路容量核算。未 会造成局部
执 按要求开展设备红外测温工作，未及 人身伤害

时发现元件异常发热缺陷。

第二类风险 隔离开关 制造原因一制造厂在设备传动元件材 分合闸不馥腔
传动系统风 传动部件 质选择标准不严、制造工艺不够精 会成程度较小 小 中等

险 卡涩 电。 的人身伤害

开关拒

第三类风险
动、误动 制造原因一设备元件材质差。设备制 开关设备烧 Ⅱ

操动机构风
机构锈

造，E艺差、元件易损坏，引起操动机
损或爆炸 局

重
蚀，液压／

构故障。
会成局部人 部

险 检修原因～设备机构检修维护不到 的
气动机构 身伤害

打压频繁
位，检修质量不满足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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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风险类剐 现 象 主要原因 产生后果 人身 设备

伤害 伤害

第四类风险 隔离开关
造成线路或

支撑单元风 支持绝缘 制造原因一设备制造工艺差，绝缘子 母线接地 局
灾

根部浇注不实． 会造成局部 部
难

险 子断裂 的
人身伤害

造成线路或
灾第四类风险 隔离开关

设计原因一支柱绝缘子抗弯强度计算 母线接地 局
支撑单元风 支持绝缘

不足。 会成局部人 部
难

险 子断裂 的
身伤害

第五类风险
手车开关 运行原因—操作人员操作前未检查开

电弧闪络接

防误系统风
在合闸位 关分合闸位置。

地，设备和操 Ⅱ

置上推入 制造原因一开关柜本身五防功能不完
作人员受伤

局
重

险 会造成局部
部

的
手车柜 善。

人身伤害

3．3经营风险的分析与识别

3．3．1筹资风险的分析与识别

33．1．1筹资风险的定义

筹资风险是指企业因大量借款而导致的丧失偿债能力的可能性或因无法及时足

额筹集到所需资金而影响企业安全生产、投资发展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所实现

利润的可变性。

3．3．1．2省级电网企业筹资的现状

为满足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对电力的需求，保障城乡居民日益提高的用电水平，

省级电网公司现正处于投资建设的高峰时期。由于电网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限长，

公司将长期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

当前电力管理及财政管理体制下，随着贴费及电建基金的取消，省级电网企业

已无政策性资金来源，电力(网)建设资本金来源只有税后留利等有限的渠道。由

于历史原因，电力(网)行业盈利能力薄弱，利润水平较低，自我积累不足，无法

满足发展所需的巨额投入。为满足发展需要，省级电网企业需大量依靠对外借款，

筹资风险也日渐凸显。

3．3．1．3筹资风险的识别

筹资风险主要表现为省级电网企业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或无法筹集到生产、建设

所需的资金，其成因主要来自以下方面：负债规模、负债结构、利(汇)率、盈利

能力、预期现金流量、资产的流动性和资金市场。

3．3．2投资风险的分析与识别

投资风险是指公司投资活动取得的实际收益偏离期望收益的程度。包括固定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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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投资风险和对外投资风险。电网企业投资风险涉及到以下几类风险。

3．3．2．1项目审批风险

根据国家规定，电网项目及主业以外的业务要按照规定程序需报经国家有关部

门批准。因此，电网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存在风险。

3．3．2，2未来电力需求增长的波动性所带来的风险

由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以及电网项目建设周期较长的特点，当经济发展

处于高峰期时，基于对需求增长的乐观预期，容易产生电网投资过度的风险；而当

经济发展处于低谷期时，基于对需求增长的悲观预期，容易产生电网投资不足的风

险。

3．32．3输配电价的风险

目前不合理的输配电价水平和结构导致了电网投资的低回报率，特别是取消电

力建设基金和供电贴费后，用于发展的资本性资金来源锐减，使得电两投资存在着

巨大的资金缺口，严重阻碍了对电网的投资力度，增加了电网公司的运营风险。

3．3．2A项目建设的风险

项目建设中存在如建设质量不能满足功能需求、项目费用超出预算、项目计划

拖延或被迫取消等风险，项目风险包含造价风险、进度风险、质量风险和安全风险。

3．3．2．5公司管理体制的风险

且前公司的输配电资产～体化经营，地区供电公司作为分公司，不直接承担110

千伏及以下电网投资的筹资责任与还贷风险，但其又具体负责项目方案的论证与分

析以及项目的实施与执行。由于目前110千伏及以下电网项目的投资尚未与供电公

司的经营绩效直接挂钩考核，无法激励其真正从。投资人”的角度出发寻找最优的

投资组合，客观上造成其在进行项目方案论证与分析时，显得比较粗放，缺乏严谨

的经济效益和投资风险分析。

3．3．3资金风险的分析与识别

资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资金包括货币资金、材料资金、储备资金、成品

资金、结算资金等；狭义资金则专指货币资金。由于货币资金在电网企业的资金管

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因此，资金风险重点关注的是货币资金风险。

3．3．3．1资金风险的识别

资金风险体现于资金存量管理和资金流量管理的全过程，主要表现为资金存放

和保管风险、资金短缺风险和资金过剩风险。

1、资金存放和保管风险。主要指资金在企业流动或存放的过程中被转移、挪用

或侵占等情况而出现实际价值减少或缺失的风险。由于开户银行选择不当或开户过

多而导致存款无法部分或全部收回的风险也属于此项风险。

2、资金短缺风险。公司置存现金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方便及时支付，维持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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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动性。一旦资金的实际持有量小于需要量，就会引发支付危机，造成资金周转

困难，影响企业信誉，形成资金短缺风险。其主要驱动因素有企业财务状况恶化或

收益下降；流动资产特别是货币资金大幅减少；经营性现金流量出现负数；发生大

额非预见性支出等。 ‘

3、资金过剩风险。当公司置存的现金多于需要量时，就会存在资金过剩风险。

这些多余的资金原本可以用于股票投资或债券投资，也可以用于发放委托贷款，获

取较高的收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资金闲置，没有收益或仅有很少的存款利息。

这种因选择留置、放弃投资而损失的收益就是公司的机会成本。

3．3．3．2资金风险成因分析

1、资金存放和保管风险成因

因为电力企业自身的特点，形成大量资金存量。省级电网企业基本都属于省级

骨干企业，下属和控股的公司数量多、分布地域广，而电力企业又是资金密集型企

业，所以各级电网公司中都有大量的存量资金。由于资金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便于

携带、转移和使用，容易被贪污、挪用和侵占，因此资金存放和保管风险较大。现

有银行系统不够完善，电网企业目前还无法对下属和基层单位的资金进行实时监控

和管理。此外，随着政府对银行业保护的放开，存放在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信用

社中的资金风险就会凸显出来，资金存放和保管风险加大。

2、资金短缺风险成因：配合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的电价政策，导致电费收入

减少；

购电成本增加。受煤炭涨价等因素影响，省内燃煤电厂上网电价上调；同时为

保证省内的电力供应，电网公司必然千方百计地外购电量，若遇到全国性的电力供

应紧张，区外购电价格会上涨，两种因素使公司购电成本大幅度上升。
。

资本金来源渠道有限。随着国家电力建设基金和贴费政策的取消，省级电网公

司电力建设资本金已无正常来源，公司基建项目资本金来源完全靠税后利润及折旧

等自有资金来解决，造成电网公司存量资金大幅下降。

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全面紧缩银根，银行收缩信贷规模，加大了公司的举债难

度。随着电网公司投资规模的逐年加大，自有资金出现不足，公司对外都借款的依

赖程度越来越大，导致资产负债率逐年攀升，降低了公司的举债能力。

3、资金过剩风险成因

由于管理手段、管理水平等限制，无法准确、及时获得相关的现金流量数据，

为保证支付往往会大幅增加资金储备量，导致资金机会成本增加，资金过剩风险加

大。

在现行资金集中管理制度下，由下级单位上报资金申请，省级电网公司进行统

一划拨。但是各基层单位出于谨慎考虑往往会多报预算，而公司对基层上报预算的

准确性又缺乏有效控制和考核手段，其结果是导致基层单位存量资金过大，资金过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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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风险加大。

3．3．4物资采购风险的分析与识别

3．3．4．1物资采购风险定义

物资采购是指采购电力生产、技改、基建、科技项目、电力营销所需原料、辅

助材料、工具、设备和备件等物资的行为，与此相关的职能包括工程项目的设计、

需求计划、招标管理、合同管理、仓库管理、物流与运输、物资验收、物资发放与

使用等。物资采购风险是指物资采购的预期目标与实际结果出现偏差的可能性。

3．3．4．2物资采购风险的现状

物资供应市场发生了较大变化，部分专业电力设备生产厂家出现生产饱和现象，

产品供不应求，小范围的卖方市场已经形成。基建规模大，原材料价格波动，传统

的采购管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市场发展。一方面，电力生产建设对电力物资需求的

“质”与“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电力物资供应的任务十分繁重。另一方面，外部市场环

境的复杂多变，物资采购相关法律环境的约束与保护薄弱，执法手段的不过硬，缺

乏社会整体诚信体系，致使物资采购风险不可避免。

3．3．4．3物资采购风险的后果

由于物资采购肩负为电网生产、技改、基建提供合格的原料、辅助材料、工具、

设备和备件的重要责任，物资按计划和设计要求的质量、数量、进度供货是电网建

设、生产和运营顺利安全进行的基本保证。在电力生产、基建过程中，通常物资采

购资金约占到总投资的40％左右，物资采购过程中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产生采

购风险，从经营方面讲，可能造成资金回笼和资金周转的风险，对电力生产建设而

言，可能造成交货期延误，或购进质劣价高物资，影响电力生产、建设项目的工程

进度，给今后电网的安全运行埋下隐患，从而带来不利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

3．3．4．4物资采购风险的分类

物资采购风险是广义的概念，采购风险贯穿于整个采购过程的各个环节，涉及

到采购计划的制定、供应商选择、采购决策、订单处理、采购运输、验收入库、直

到使用寿命结束为止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而不仅限于向供应商购买物品的

过程。根据电力物资采购风险的形成机理，常见的采购风险可分为外因型风险和内

因型风险两大类：

外因型风险是指采购施行过程中采购主体自身无法避免的采购过程以外因素造

成的风险，外因型风险主要包括意外风险、市场风险和供应商风险。

内因型风险是指由采购主体自身因素和采购管理内部因素所引发的风险。内因

型风险主要包括决策风险、计划风险、采购订货风险、运输风险、存量风险和验收

风险。决策风险、计划风险、采购订货风险、运输风险、验收风险和存量风险等许

多风险也是人为风险，与采购部门人员的责任心、管理水平和道德水准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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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为责任风险不同表现形式。

3．3．5电能量采购风险的分析与识别

向发电企业或其他电网经营企业采购电能，加工(即变电)和运输(即输电)

后销售给用户，是电网经营企业的主营业务。电能量采购是电网经营企业最重要的

经营活动之一，电能量采购风险也是电网经营企业最关键的风险之一。

电能不能存储，电网经营企业必须“以用定购，实时平衡”，即根据用电需求确

定当时的购入电能的多少。由于电能必须实时平衡，仅用“电量”来表征采购电能的

多少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电力”这个参数，“电力”就是电能的功率。

3．3．5．1电能量采购风险来源

l、用电需求的不确定性：一个地区的用电需求受自然、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无论电力还是电量，都很难准确预测。

2、可供资源的不确定性：电网经营企业不再负责发电厂的建设与运行，因此无

法决定发电资源的多少；向其它电网经营企业购入的电能，由于同时受到其它电网

发用平衡状况和网间联络线电力输送限额的制约，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3、购电价格的变动：购电价格变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来自市场，也可能

来自政府干预。

3．3．5．2电能量采购风险最典型的表现及分析

l、购电量不足：指购入的电力电量无法满足地区用电需求。购电量不足往往同

时也使电网经营企业盈利减少。

购电量不足的原因有：购电资源不足、电网薄弱或结构不合理导致电能量受不

进、部分电能量的购入单价高于电网企业成本控制线而无法成交。

2、购电成本过高：指购电成本超出电网经营企业能够承受的范围，使电网经营

企业利润减少甚至亏损，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和电网的建设运行。

导致购电价格过高的原因随电价形成机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政府对购电价

格实行管制的条件下，主要原因是政府对电网经营企业的经营情况不够了解，导致

不适当的定价；在电力市场化、上网侧实行竞价上网的条件下，一类是电力供不应

求导致的购电价格升高，一类是发电企业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抬高购电价格。

”．6电费回收风险的分析与识别

电费是电力企业经营最终成果，电费资金的回收与管理直接关系到整个电力行

业经营链的有效运作。电力体制改革到位后，省级电网力公司将以电网经营为主，

电力销售作为公司核心产业，电费也将成为公司主要经营收入，同时城网、农网改

造基本结束，企业进入还贷高峰期，财务费用加大，如何加强电费资金及时有效的

回收，提高资金综合使用效益，防范和规避经营风险，对电网企业的经营将产生重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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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目前电费回收现状的分析，电费回收管理存在以下风险和问题，制约了

电费的及时回收，影响了资金使用效益的发挥：

1、电费高风险客户逐年增加，电费回收管理工作难度加大

随着国民经济水平不断上升，省级区域内的各类经济活动不断加强，省级电网

公司的电量销售和电费收入也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但是，随着用电客户数的增

长，电费高风险性客户也在逐渐增多，使得电网公司电费回收工作难度加大。该类

客户一般表现为前期生产稳定，而后突然蒸发；或者生产逐步下滑，直至破产倒闭；

甚至延迟缴纳电费，拒付违约滞纳金。同时，由于此类客户的“突发”特征，造成电

费管理工作中实际监管难度的加大，往往因此产生的坏帐比例较高。

2、洪涝灾害欠费无正常的解决途径

各级水利设旌中省属翻水站、地方翻水站翻水电费常年发生拖欠，尤其在梅雨

时节和夏季，各种排涝电费居高不下。面对这种情况，电力企业只能一方面加强催

收工作，努力回收电费，另一方面积极争取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通过汇报、协

调取得理解、支持，以获得专项资金来进行弥补，无形中增加了很多负担。

3、地方盲目引资及违规、违法项目的建设增加了电力企业的电费风险

地方招商引资，新建、扩建的大型项目较多。由于各级地方政府机关，特别是

部分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地方主管机构对本地引资项目的监管不严，对国家宏观经

济调控方向把握不力，各地均出现一些盲目、重复引资及违规、违法项目。有些项

目在刚刚建成投产或还没有建设完毕时就因种种原因难以维持正常的运作或干脆破

产倒闭，而各地供电企业由于同样受到地方政府机关的制约，一旦出现此类情况，

往往产生的经济损失较大。

4、物业管理公司欠费及市政拆迁欠费逐年增加

住宅类的高层项目多为集中供电的方式，电费由物业管理公司统一收取，随着

居民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不断加强，各地均出现不少业主与物管公司之间的纠纷，

影响了电费的正常收取。由于这一类欠费往往出现得比较突然，涉及影响面广、催

收难度较大，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对公司的优质服务工作产生负面影响。而且随

着国家《物业管理办法》的出台，供电企业对小区公共用电的收取更加缺乏政策支

持，也为以后采取法律手段带来不便。同时，各地因市政建设而产生的拆迁欠费也

逐年增加，催收难度较大，成为中、小额欠费的主要组成部分。

5、传统的业扩流程缺乏对电费回收工作的事前管理

供电企业的业扩报装流程主要关心用电客户的报装容量、接线方式、工程施工

等传统用电信息，而很少或根本不主动了解客户的行业分类、经营状况、发展趋势、

法律背景等重要的经济信息，完全忽略了客户未来发展情况及有可能出现的欠费风

险，使电费回收工作成为一项纯粹的事后工作，十分被动。随着供电企业化运作越

来越彻底，随之带来的欠费风险也会越来越高，有必要在业扩报装时对电力客户的

24



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三章省级电网企业营运风险的分析与识别

运营状况进行评估，未雨绸缪，加大电费回收工作事前管理的力度。

6、委托银行托收电费，资金到账和回单时间较长

委托银行托收用户电费，多采用手工托收的方式，不同银行之间需通过人民银

行进行中转，资金到帐和回单的时间较长，无法做到对电费资金的实时准确管理。

7、电费账务从业人员业务素质不高

目前财务部门负责电费资金的解缴工作，营销部门负责应收账款和实收账款的

管理。而营销部门电费账务人员，都是由电费组人员担任，普遍没有经过财务部门

专业培训，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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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省级电网企业营运风险的衡量与应对策略

4．1发展风险的衡量与应对措施

4．1．1市场竞争风险的度量与应对

4．1．1．1市场竞争风险的度量

衡量电力市场竞争风险主要指标，一是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耗中的比重，它反映

电力与可替代能源间的竞争。二是电网公司销售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例，它反映

供电企业在电力使用中的市场份额，目前主要有企业自备电厂竞争因素，今后面临

大用户向电厂直购电政策因素的影响。

1、从电力与可替代能源竞争角度分析，电力存在着初始投资费用、运行维护综

合费用高的两个不利因素。有数据表明，从高到低依次是非普工业电力、Oi6[柴油、

人工煤气、低谷电力、煤炭。只有低谷电力与人工煤气才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尽管

使用电力从方便性、安全性、自动化程度、环保及维护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但

综合各项费用，使用电力的整体运行维护费用仍高于其它能源。只有低谷电力才具

备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2、加大新能源开发利用力度，增趣新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势必影响电力

销售。国家经贸委组织制定的(2000-2015年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规划要

点》指出：我国今后将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到2015年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年开发量将达到4300万吨标准煤，占当

时能源消费总量的2％。

3、大用户向电厂直购电。随着国家电力市场改革的深入，将实现以输配分开、

开展发电公司与独立配电公司和大用户双边交易为标志的中期目标，大用户可直接

向电厂购电，打破供电企业是区域内唯一供电专营的局面。大用户直购电试点方案

的实施直接影响供电企业的供售电量。

4、企业自各电厂影响电网公司的市场份额。

据省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全省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耗中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

从1998年的15．22％上升到2002年的21．78％。但是售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例则

基本徘徊在78．5％左右，说明企业自备电厂发展很快，抢占供电企业的市场份额。

4．1．1，2市场竞争风险的应对措施

l、加强需求侧管理，巩固现有电力市场

利用需求侧管理手段，提供合理用电信息咨询服务，指导帮助客户查找节电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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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和负荷管理潜力，提出解决方案，指导客户建立健全节能节电规章制度和考核机

制，增强电力客户竞争力，进而使得电力客户能够多用电，稳定现有的客户，巩固

现有电力市场，并影响潜在客户群。同时主动向政府部门汇报和沟通，让政府了解

电力经营现状、电力需求侧管理措施、成本、工作难点和成效，争取政府的政策支

持。

2、建立电力与非电力能源市场竞争分析制度，制定科学的电价政策建议和营销

策略，研究电力与其他能源竞争方式方法，及时提供市场分析、市场风险报告及防

范措施建议，为决策层制定科学、合理的营销策略提供依据。

3、完善以客户为导向的“大营销”服务流程，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加强培训，改

变营销观念，优化业扩流程，以营销为服务窗口，整合供电与服务资源，更好地服

务于客户，提高营销水平

4、强化市场营销宣传，引导全社会合理消费电力，与制造行业合作，开发新的

用电产品，拓展电力市场。

4．1．2电网规划风险度量与应对

4．1．2．1电网规划风险的度量

l、外部风险因素

(1)未来电力需求的不确定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的波动性和

较为明显的周期性，发展特征越来越难以预测，从而导致中、长期电力总量需求的

不确定性增大，且随着规划周期的增长明显增加。 ．

(2)电源规划的不确定性。厂网分开后，电源规划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大，电源、

电网作为整体优化的协同性明显减弱。当前省级电源建设难以统一规划，给电网的

规划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导致电网的重复投资和不合理投资出现的几率大大提高。

(3)区域功率交换的不确定性：随着全国联网和区域联网的进一步加强，省级

区外来电规模的日益扩大，省级电网主网架的规划难度有所加大，由于区外来电的

不确定性给电网中长期规划带来的不利影响将会大大增大。

(4)国家政策以及环境影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受城市发展规划调整以及其他

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规划中的变电所所址、线路走廊无法落实的情况比较突出，

可供电网发展建设的战略资源(线路走廊，变电站用地，环境容量)将日趋紧张。

2、内部风险因素

尽管电网的发展曾一度滞后于电源发展，但从整体看，主网架结构较为合理，

并基本做到了输电网规划与配电网规划、有功规划与无功规划、二次系统规划与一

次系统规划、短期规划与长期规划的协调发展，为电网的安全、可靠、稳定、优质、

经济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近年来，电网采用新装备、新技术力度有所加

大，但从发展的角度看还不够，存在着不能适应今后发展的需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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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电网规划风险应对

l、未来电力需求预测风险应对

(1)密切关注国家宏观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态势，建立强有力的预测体系，应

用先进的预测方法，提高电力需求预测，特别是中、长期预测的精度。

(2)在经济发展尚未进入相对均衡时期，对规划水平年电力需求水平作出多种

预测，以基本方案规划电网，高方案校核电网。在条件许可的地区开展目标(饱和)

需求的预测分析。当电力需求预测与实际偏差较大时，相应提高电网规划滚动调整

频次，为后续电网建设项目的及时调整预留时间。

(3)加强用户接入系统方案论证工作。在当前电价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争

取投资政策上的主动，建立用户接入系统投资的风险与利益共摊机制。在安全可靠

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如何提高现有电网资源使用率。

(4)加大需求侧管理，合理运用峰谷电价、分时电价等经济杠杆，优化用户负

荷特性，并将上述因素的影响纳入负荷预测决策过程。

2、电源规划风险应对

(1)利用公司的信息和资源优势，密切关注电源项目建设规模和建设进度情况，

主动研究，当好政府的参谋和助手，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改革电源前期管理办法，使

电源建设满足规划要求，为电源的合理开发(布局和建设顺序)提供建议和策略。

(2)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及时发布信息，对电源建设进行引导，为长期电网规划

中提供基础条件。

(3)加强电源输电方案论证工作，特别是送出电力主通道的战略研究工作。对

于一些不确定性较大的电源项目，做好电网规划方案的适应性校核分析。

(4)在当前电价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争取投资政策上的主动，建立电源接

入系统投资的风险与利益共摊机制。随着电力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电价机制的日益完

善，通过具有较强区位信号作用的输电电价机制解决电源接入系统投资的回收风险。

3、区域电力交换风险应对。以区域电网规划为指导，开展省级电网规划的编制

与调整工作，密切关注区外来电项目开发进度，加强区间电力交换等电力主通道的

战略研究。对于一些不确定性较大的区外来电项目，做好电网规划方案的适应性校

核分析。

4、国家政策及环境影响风险应对

(1)对于长期电网规划中的战略性问题尽早开展前期研究工作。将电网规划纳

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请城市规划部门组织评审。对于

审定的输电线路规划走廊和变电站规划站址，提前请地方政府做好协调和保护工作。

(2)对于由于城市发展规划调整所导致的电网前期投资的沉没和后续投资的增

加，及时与政府部门沟通，力争在输配电价中予以确认。

(3)针对我国电力改革过程是一个逐步发展的长期过程这一特征，同时开展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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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工作，一是了解当前市场形势，找到目前适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同

时对下一步市场发展进行预测，根据预测情况，开展前期研究。

5、内部风险应对

(1)继续贯彻电网‘·统一规划、远近结合、分步实施”的原则。网架规划方案须

进行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提出推荐方案。

(2)建立和规范与公司现有管理框架相适应的配网规划管理体系，加强对供电

公司配网规划的指导，实现输、配电网的统一管理和协调发展。

(3)完善建立电网规划滚动机制和项目实施后评估机制，做好电网规划的修正

与优化工作。

(4)加强电力市场条件下的电网规划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转变电网规划工作

观念，积极研究和推广新技术、新装备在电网中的应用，超前做好电网规划设计技

术原则的储备，提高输电线路输送能力；提高输电线路走廊利用率；提高电网工程

投资效益。

4．1．3电力市场改革风险的度量和应对

4．1．3．1防范缺电风险的对策

1、明确长期电力平衡的责任主体。由政府和监管机构承担缺电责任，建议政府

和监管机构应制定一整套措施和工作制度，落实项目前期规划的责任，同时运用计

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防范缺电风险。作为省级电网公司要解决与政府和电力监管部

门沟通，共同防范缺电风险，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调节”来防范缺电风险，

2、竞争性电力批发市场，应尽量增大期货交易，减少现货交易。我国竞争性电

力批发市场的设计，必须以“期货交易为主、现货交易为辅”，绝大部分批发电量都

应以期货形式完成上网竟价交易，来有效地防止电力批发价格的大幅波动，有效地

减少双方的风险，同时也使电源投资者减少风险感，提高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减少

系统缺电风险。

3、发电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应大量引入民营投资，实行民营化。大大增加

投资来源，有效降低缺电的风险。

4、建立一整套保持适度比例备用容量的保证措施和制度。一是监管机构和市场

交易中心定期发布市场供需信息及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吸引和引导投资者掌握投资

机会；二是建设一批抽水蓄能电站、有调节能力的水电站以及启动性能较好的燃气

轮机，作为系统的常规备用容量。

5、完善各级输电网，消除输电网络阻塞和制约，保证网络输电能力具有适当的

裕度，保证省问和大区电网之间能够实现电力电量互补和备用容量互补，并在更大

范围实施资源优化配置。

6、打破省问市场壁垒，规范和加大省间电力交易，是防范缺电风险和电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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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措施。

4．1．3．2防范电价风险的对策

作为省级电网企业防范电价风险的对策有：

l、打破省间市场壁垒是遏制省网电力市场价格波动的重要措施。应将打破市场

壁垒的原则转化为《市场规则》，并体现在市场技术支持系统的软件之中，从而减

少人为干预，充分实现“三公”，既优化资源配置，又防范价格风险。

2、消除省间网络制约，适度降低省间输电价格，这是促进省间电力交易和防范

缺电风险、电价风险的重要措施。

3、规范电力期货交易。电力期货交易是防范、化解、释放电力现货市场价格风

险的有效工具。电力批发交易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电量都应通过期货交易来实

现。随着电力期货交易的发展，也可能产生一些衍生工具，这就对电力监管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4．1．3．3队伍稳定风险的应对

电网企业主业职工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单位稳定、收入稳定的观念比

较重，有较强的企业归属感、依赖性，对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措施承受能力有限，如

果对分流和安置问题处理不当，会造成职工上访等现象发生，影响企业运营。多经

企业职工长期以来对电力企业有较强的归属感和依存感，对体制改革、身份的转换

承受能力有限，思想负担较重。根据政策规定，被招用的农村供电所人员实行岗位

月薪制，工资水平根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企业效益和岗位职责等因素确定，

但是，工资总体水平仍然偏低，部分地区农电职工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

为了在电力体制改革中保持队伍稳定，作为电网企业我们必须一是要加强宣传、

经济疏导矛盾：二是要积极争取政策，对分流企业实施补贴，解决辅业和多种产业

的历史遗留问题；三是顺应改革形势，加强政策研究，规范用工制度；四是积极争

取政策，完善农电职工的工资和社会保险政策。

4．1．3．4防范电力系统大事故风险的对策

l、合理设计电网系统组织结构。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要构建“现代企业型”、“市场型”和“开放型”

新的电网系统组织结构，建立和强化电网安全运行功能、电力市场高效运作和公平

竞争功能以及资本高效运营功能。

为了实现上述三大功能，电网系统组织结构改革的要点是：

(1)“分”，目前主要是三个分开，一是政企分开；二是网厂分开；三是管制业

务与非管制业务分开。

(2)“合”，必须将“电网输电、调度、市场交易中心”合在一起，决不可分开。

在网厂分开后，已经消除了不公平竞争的体制障碍。这三项业务之间联系非常紧密，

对时刻刻需要协调和统一。如果分开，将对电网安全严重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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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适度集权”，国网公司必须持有对大区电网公司和省电力公司的控股权，

即《公司法》规定的资产收益权、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从而确保国电

公司具有较强的战略规划能力、决策指挥能力和资本运营能力。

(4)“适度分权”，国网公司对大区电网公司、省电力公司一般以母子公司方式

为宜，一是有利于增强子公司的决策责任和经营积极性：二是有利于改革“大锅饭”

机制；三是有利于消除“电力部工作方式”的惯性，而代之以“公司制工作方式”。

2、加快电网完善化，提高电网技术水平。

电源是“点”，电网是“面”；电源是“局部”，电网则事关全局。电网承担着保证供

电质量、优化资源配置、并使电力批发市场的竞争得以顺利进行的重任。必须扭转

电网建设滞后的局面，加大电网投入。加快电网完善化，提高电网技术水平，这也

是防范系统大事故风险的一项重要措施。国网公司及其所属网、省公司应在实施网

厂分开时，将发电产权转让所得收入投入电网建设，

4．2安全生产风险的衡量与应对措施

4．2．1电网安全风险度量与应对

4．2．1．1电网安全风险的度量

l、电网安全风险评估

由于电力行业的公用性、电力系统的一体性及电力生产的同时性，决定了电网

事故影响大、速度快、后果严重。电网运行中任一环节发生故障，都可能引发一系

列连锁反应，造成电网瓦解和大面积停电事故，从而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

影响。为此，必须对电网安全风险加以科学地分析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

的预防措施，实现对电网事故的有效控制。

电网安全风险主要会导致以下严重后果：电网运行稳定水平大幅下降、负荷损

失和大量限电、人身死亡事故，重大设备事故、重要厂站全停事故、电网稳定破坏

事故、电网大面积停电、电网瓦解事故、重大影响停电事故，造成重大政治、经济、

社会影响。

电网安全风险评估范畴：外部风险因素(如自然灾害、设备故障、人员责任、

政策原因及偶然因素等)和内部风险因素(即电网自身网架结构的薄弱环节等)。

2、电网安全风险外部因素分析评估见下表：

表6屯网安全风险外部因素分析

电网安全 可能性分析 可控及可预

风险来源
故障形式 后果分析

(概率分析) 见性分析

自然火害 ③④⑤⑥ ABDEFGHU ab △☆

设 发电设备 ① AD C ▲★

备
曲 电气一次 ①③④ ABDEFGHlJ bc ▲★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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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二次 ②③ BDEFGHlJ b ▲★

通信、自动化 ⑤⑥ AJ b ▲★

误调度
人

员 误操作
①②③④ ABCDEFGHU C ▲★

责 误整定
任

误安排

政策原因或其它因素
①③ ABEF bc △★

(尤其是外力破坏)

故障、②单一敌障扩大、③多重故障、④相继连锁反应、@通信中断、⑥自动化系统失控或EMS系统故障。(3)

电网安全风硷后果：A：电网运行稳定水平大幅下降；B：负荷大量隈电和损失；c：人身死亡与重伤事故；D，

重大设备事故：巳重要厂站全停事故：F．重大影响停电事故{G|也耐稳定破坏事故；H．电属太面积停电；

I：电网瓦解事故：J：造成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影响。(4)发生可能性：a=可能性小、b：可能性中等、c：

可能性大。(5)可控及可预见性：▲：可预见、△：难以预见，★：可控、☆：难以控制。

3、电网安全风险图及风险排序

为便于对电网安全风险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排序，明确风险管理的重点，一般可

通过对风险发生可能性和风险产生后果的严重性展开二维分析，并绘制相应的风险

图(见图2)。

4、电网安全风险管理的重点

从上述电网安全风险总图可以看出，省级电网安全风险管理的重点在于：

(1)切实加强对省级电网自身网架的规划与建设，并适时开展电网分层分区的

研究与实施工作，消除网架薄弱这一最大的电网安全风险因素；

(2)加强电网重要设备(一次、=次、三次设备)的运行维护、定校、预试等

工作，避免重要地区、重要断面的重要设备故障停运、避免继电保护拒动造成的事

故扩大等；

(3)切实加强电网安全稳定三道防线的研究和配置工作，以避免极端事故情况

下系统瓦解和电网大面积停电：

(4)鉴于日益频发的外力破坏事故，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和惩罚

力度，以减少对电网构成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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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架结构

4．2．1．2电网安全风险应对

l、电网安全风险的预警。对自然灾害、电网设备、人为原因等安全风险建立预

警机制，来防范电网安全风险。

(1)自然灾害预警：建立气象信息系统，及时掌握特殊天气情况和灾害性天气

预报，加强值班和检修人员，做好防范措旋。

(2)电网设备预警：加强设备的运行和检修管理，按要求定期对设备进行预防

性试验和检修，定期对电网进行安全性评价，完善设备的全过程管理。

(3)人为原因预警：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现场的操作监护，规范运行

操作；定期开展安全活动和反事故演习，分析和交流事故处理的过程，吸取经验教

训，提高防范电网风险的能力。

2、开展电网运行方式分析，电网以及设备的安全性评价。可开展电网运行分析、

发受用电分析、频率分析、无功电压分析、电网潮流计算和稳定分析、电网保护装

置分析以及电网事故分析等。对输电网、发电厂并网运行、电网调度系统等涉及到

电网安全的系统和设备进行安全性评价，找出影响电网安全运行的薄弱环节，有针

对性地采用措施，提高电网抗风险能力。

3、加强员工的培训，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反事故演习，提高运行人员处理事

故的能力，将电网事故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4、建立电网安全风险的应急处置机制。从应急处置的组织、职责、工作流程和

相应的应急处理预案及其有效执行等角度，建立电网安全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提高

事故处置能力，将事故控制在最小，第一时间恢复电两安全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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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人身安全的衡量和应对

4．2．2．1人身安全风险度量

1、风险度量方法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又称格雷厄姆一金尼法)，是一种针对作业人员处在

职业危险环境中作业的半定量危险性评价方法。其评价原则是：作业条件的危险性

量化值(D)取决于三个因素：①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②作业人员暴露在危险

作业环境的频繁程度(E)；③一旦发生事故可能造成后果的严重性(c)，用简化

公示来表示就是：

D=LxE×C

其中D值越大，作业的危险性就越大。

作业条件危险性D值的等级划分如表7所示：
表7危险性等级划分表

危险性分值
(D)

2320 >160～319 ≥70～159 220～69 <20

极其危险，不能 高度危险，需要 显著危险， 比较危险， 稍有危险，
危险程度

继续作业 立即整改 需要整改 需要注意 可以接受

L、E、C三个因素的取值范围如下列表格所示(表8～表10)：

表8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分值(L)

L值 10 6 3 l O．5 O．2 O．1

事故发生 完全可以
相当可能

可能 完全意外 可以设想 极不 实际上

的可能性 被预料到 但不经常 很少可能 很不可能 可能 不可能

表9暴鳝于危险环境频繁度分值(E)
l O．5

E值 10 6 3 2

暴霹于危
连续 每天工作时 每周1～2次 每月I～2次

每年偶 暴露机

险环境频
暴露 间暴露 暴露 暴露

然几次 会非常

繁度 暴露 罕见

表lO事故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分值(C)

c值 100 40 15 7 3 1 0．5

事故造成的
大灾难 有

10人以上
灾难 非常严重 严重 轻伤 轻微伤

后果严重度 数人死亡 1人死亡 伤残
伤

需要救护 无需救护
死亡 残

2、人身安全风险度量结果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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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危险因素 可能后果 L E C D 危险等级

1 在无人监护情况下从事电气作业。 触电 10 3 15 450 极其危险

2 电气检修不核对设备名称、编号。 触电 10 2 15 300 高度危险

3 使用不合格的绝缘工器具。 触电 10 3 15 450 极其危险

4 挂接地线前末验电。 触电 10 3 15 455 极其危险

5 没有挂接地线即进行电气检修。 触电 6 2 40 480 极其危险

6 误碰带电设备。 触电 3 2 15 90 显著危险

7 电气检修不办理工作票或执行不严 触电 10 l 40 400 极其危险

9 电气检修擅自扩大工作范围。 触电 3 2 15 90 比较危险

lO 电气高压核相试验操作不当。 触电 3 l 15 45 比较危险

1l 作业现场私拉乱接临时电源。 触电 6 2 7 84 显著危险

12 使用不合格的梯子。 高处坠落 6 2 15 180 高度危险

13 梯子架设在不稳固物面上。 高处坠落 10 2 15 300 高度危险

14 高处作业不用安全带或使用不规范 高处坠落 6 3 15 180 高度危险

15 高处平台作业无围栏或不合格。 高处坠落 10 l 15 150 显著危险

16 孔洞旁作业孔洞无盖板。 高处坠落 10 l 15 150 显著危险

17 使用不合格脚手架。 高处坠落 6 1 40 240 高度危险

18 线路高处作业。 高处坠落 3 1 15 45 比较危险

19 措建跨越架。 高处坠落 3 1 15 45 比较危险

20 冬季户外高处作业无防冻措施。 高处坠落 3 1 15 45 比较危险

21 高空作业时工器具无防坠落措施 物体打击 3 3 15 135 显著危险

22 进入施工作业场所不戴安全帽。 物体打击 3 6 15 180 高度危险

23 使用不合格的吊装用具。 物体打击 10 1 40 400 极其危险

24 起重作业时违章指挥和作业。 物体打击 lO 1 40 400 极其危险

25 易燃易爆物品违章存放。 火灾爆炸 6 2 40 480 极其等级

26 动火工作违规作业。 火灾爆炸 6 1 15 90 显著危险

27 线路基础施工安全措施不到位。 坍塌 3 2 40 240 高度危险

28 机械加工作业时安全措施不到位。 机械伤害 3 3 15 135 显著危险

29 线路立(拆)杆塔时安全措施不到位 倒杆塔 l 3 40 120 显著危险

30 进入电缆沟内作业安全措施不到位。 中毒窒息 6 1 15 90 显著危险

进入SF6配电装置室安全措施不到
3l 中毒窒息 6 1 15 90 显著危险

位。

4．2．2．2人身安全风险应对

l、风险应对措施的选择

风险控制措施包括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根据风险辨识和风险评估的结果，在

选择和制定防范措施的时候应当考虑以下因素：消除危害源、降低危害性、安全保

全措施或改变作业时间等。

2、风险应对措施的评审

在选择和制定风险防范措施时，应在实施之前对所选择的措施进行评审，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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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防范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可行性、经济性。

个体防护

消除风险

图3防范措施选择原则示意图

3、应对策略与防范措施

(1)制定重特大人身伤亡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通过风险识别与评估，对于电力生产过程中可能造成群死群伤重特大人身事故

的危险有害因素，除了要制定防范措施以外，还应针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制定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以提高对重特大事故的应急处理能力，防止事故扩大，尽可能

把事故造成的后果降低到最低程度。应急救援预案由现场应急救援和场外应急救援

两部分组成。

(2)电力生产一般人身安全风险的防范措施

①应用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手段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如微机防误装置、远

红外遥感测温仪等。

②根据人身安全风险的危害因素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如建立职业安全健康管

理体系、职工安全作业互保制度等。

③根据特定的生产作业工艺和环境条件编制作业指导书，标准化作业操作卡、

危险点分析预控手册等。

④实施个体防护措施。如佩戴安全帽和使用安全带，近电作业使用绝缘靴和绝

缘手套及近电报警器等。

⑤为职工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一旦发生风险则可以减少风险损失。

(3)电力生产危险分析与防范措施

从前面的分析统计数据我们已经知道，电力生产过程中构成人身伤害的主要危

险是触电、高处坠落、物体打击、机械伤害和灼烫伤等，可以就触电、高处坠落以

及物体打击等危险有害因素，根据上述风险识别和应对原则，提出非常详细的防范

措施，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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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设备安全风险的度量和应对

4．2．3．1设备事故风险的度量

l、设备事故风险的度量原则
’

设备安全每一类风险产生的概率，若定量衡量，则用具体数据表示，若定性衡

量，则按发生概率从大到小顺序依次为“频繁的、很可能的、偶然的、很小的、不

可能的”。

风险的等级评定采用定性的矩阵方法，按设备伤害后果和风险产生的概率进行

评定(见表12)，然后再考虑风险产生的人身伤害进行综合评定。

表12设备伤害风险等级评定矩阵

风险产生的后果(设备伤害)
产生概率

微弱的 中等的 严重的 灾难的

频繁的 C B A A

很可能的 C B A A

偶然的 D C B A

很小的 D C C B

不可能的 D C C C

A_设备极高风险；B-．----设备高风险；c一设各中等风险；D----豸t备低风险．

设备安全每类风险的等级按从高到低分为“I、Ⅱ、Ⅲ、Ⅳ级”，其评定与定

义见表13与表14。

表13设备安全风险等级评定矩阵

设备伤害风险等级
人身伤害等级

D C B A

无问题 Ⅳ Ⅲ Ⅱ I

小 Ⅳ Ⅲ Ⅱ 1

． 局部 I I I I

大范围 I I I I

I—顿高风险；II一高风险；III—冲等风险；Ⅳ—叫氐风硷．

表14设备安全风险等级的定义

风险等级 风险指南

Ⅳ 低风险 无人身伤害或小，设备伤害风险低，可采取损失控制或接受风险措照

Ⅲ 中等风险 无人身伤害或小，设备伤害风险中等，可采取损失控制措施

Ⅱ 高风险 无人身伤害或小，设备伤害风险高，可采取风险预防或损失控制措施

人身伤害局部或大范围，无论设备伤害风险如何，均应采取风险预防措

I 极高风险 施：

无人身伤害或小，设备伤害风险极高，应采取风险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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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全每类风险的承受能力按从高到低分为“高、中、低”三级。设备安全

每一类风险产生的损失，若定量衡量，则用具体数据表示，若定性衡量，则按损失

从大N4,顺序依次为“高、中、低”三级。

2、设备安全风险的度量结果

根据上一章有关设备安全风险(以开关类设备为例)的识别结果以及度量原则，

可以得到下列结果：

(1)每类风险产生的概率见表15

风险类别 风险产生的概率

第一类风险 很小的

第二类风险 频繁的

第三类风险 很可能的

第四类风险 很小的

第五类风险 很小的

(2)每类风险产生的损失

风险类别 风险产生的损失

第一类风险 50--500万元

第二类风险 10__50万元

第三类风险 50—200万元

第四类风险 50一500万元

第五类风险 10__50万元

(3)每类风险的承受能力

风险类别 风险的承受能力

第一类风险 低

第二类风险 中

第三类风险 低

第四类风险 低

第五类风险 低

(4)每类风险的等级(I、Ⅱ、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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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产生的后果(设备伤害)
产生概率

微弱的 中等的 严重的 灾难的

频繁的 C B(第二类) A A

很可能的 C B A(第三类) A

偶然的 D C B A

很小的 D C C(第五类) B(第一类)(第四类)

不可能的 D C C C

A--设备极高风险；B---设备高风险；c-备中等风险；D---设备低风险。

设备伤害风险等级
人身伤害等级

D C B A

无问题 Ⅳ m Ⅱ I

小 Ⅳ Ⅲ ii(第二类) I

I(第一类)
局部 I I(第五类) i(第三类)

(第四类)

大范围 I I I I

l—板高风险：11一高风险：ill-中等风险；Ⅳ—坻风险．

表20开关类设备安全风险的等级表

风险类别 风险产生的等级

第一类风险 I级

第二类风险 II级

第三类风险 I级

第四类风险 I级

第五类风险 I级

4．2．3．2设备安全风险的应对

风险类别 风险技术选择 措 施

设备设计选型时要准确核算载流及短路电流值。
第一类风险 风险预防 定期进行电网短路容量核算，并及时更换开断容量不足的

设备。

第二类风险 控制损失 加强产品入网把关，提升产品技术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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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开关操动机构的检修：．

气动机构：重点检查空气回路的控制阀。
第三类风险 控制损失

液压机构：重点检查油泵、分合闸阀体。

弹簧机构：重点检查弹簧性能及分合闸挚子的扣合情况。

工程设计时应仔细核算支柱绝缘子的荷载数据。

严格按照设计单位提出的数据进行选型，并考虑一定裕
第四类风险 风险预防

度。

加强传动系统的检修，减小传动阻力对绝缘子的影响。

选用五防功能完善的开关柜。
第五类风险 风险预防

运行人员操作时应检查手车的分合闸位置。

4．3经营风险的衡量与应对措施

4．3．1筹资风险的度量与应对

电网公司可以通过设立各种指标进行筹资风险的量化和度量，并通过与标准值

的对比进行预警及监控。

4．3．1．1筹资风险度量

财务杠杆系数：筹资风险对公司盈利的影响的主要是利用财务杠杆来衡量，财

务杠杆系数越大，表明财务风险越大；财务杠杆系数越小，表明财务风险越小。截

止2003年底的数据，省级电网公司的财务杠杆系数约为2．43，表明筹资对公司的盈

利有重大影响。

利息保障倍数：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偿付负债利息的资金来源为公司所获得

的息税前利润，因此，该指标可以衡量公司支付到期利息的能力。截止2003年底，

省级电网公司的利息保障倍数约为1．2，利息保障倍数为0．16。说明公司整体利息

支付能力偏低。

资产负债率：筹资风险对公司整体偿债能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产负债率来衡

量，该比率越高，表明风险越大。截止2003年底，省级电网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65％，

表明公司的整体偿债能力偏低。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反映了公司潜在的偿债能力，在偶发情况下，公司可以组

织流动资产变现，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债务危机。截止2003年底，省级电网公司的流

动比率为0．8，说明公司应对短期债务的能力有待提高。

速动比率：与流动比率相比，速动比率能够更准确的反映公司应对到期债务的

能力。截止2003年底，省级电网公司速动比率为0．89，说明公司如果正常现金流量

出现问题，难以迅速组织资产变现以偿还到期债务。

现金比率：正常情况下，省级电网公司还本付息的主要形式为现金，因此，现

金比率是衡量电网公司即时偿债能力的最有效指标。

4．3．1．2筹资风险应对

1、优化投资结构，控制负债规模。筹资风险的控制首先是负债规模的控制。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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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是负债的主要源动力，投资回报也是偿还负债利息的主要来源，因此控制负债

规模应从优化投资开始，确保投资规模与公司发展相适应，投资回报与负债利率相

匹配。

2、合理确定负债结构，科学安排还款进度。根据公司现金流量状况和生产、经

营对资金的实际需求，需要合理规划长、短期负债比例，科学安排负债的使用、归

还时间，使其还本付息期限与公司的生产经营周期相匹配，保证公司届时有足够的

资金用于还本付息，防止资金链断裂，从而达到降低筹资风险、防范发生债务危机

的目的。

3、增收节支，提高公司盈利能力。财务风险的应对，归根结底需要公司尽可能

提高盈利能力，增加投资回报，弥补因此发生的折旧费用、运行费用、人工费用以

及利息费用，降低还本付息对资金周转的压力。

4、加强资金管理，降低利率风险。电网公司应尽量盘活资金存量，将分散的资

金集中统一管理。同时对大额融资采取招标方式，在保证公司能够足额筹集到所需

资金的前提下，尽量压低贷款利率，要求灵活的还款方式等优惠条件，以减少高额

利息及债务偿还所带来的筹资风险。

5、加强电价研究，争取政策支持。在电价政策制定过程中，电网公司应加强与

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使其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及面临的困难有充分的了解和理解，

从而出台兼顾公司未来建设与发展的合理电价政策，降低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

6、适应电力体制改革，努力拓宽融资渠道。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电

力企业的筹资方式限制将进一步放开。公司应提前研究包括发行债券、股票及公司

上市在内的各种融资渠道，模拟、演算各种融资组合对公司经营能力的影响，以待

具备实施条件时灵活运用，从而化解筹资给公司带来的财务压力。

7、树立公司形象，提高企业信用。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从银行获得一定的授

信额度，在资金周转困难时可以即时取得贷款以化解可能出现的支付危机。

8、强化风险意识，提取减值准备。筹资风险的应对，需要在资金周转的各个环

节融入风险意识，多管齐下，才能将风险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另外，从财务稳健

经营的角度出发，应根据新的企业会计制度，尽可能的提取多项减值准备金，以应

对可能发生的财务压力。

4．3．2投资风险的度量与应对

投资风险的衡量过程是投资风险报酬的计算过程。通过对风险报酬的衡量使公

司清楚在不同风险条件下各种投资的预期报酬和风险程度等，为公司投资决策提供

依据。

4．3．2．1投资风险的度量

l、投资风险的度量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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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的衡量，需要使用概率和统计方法，具体步骤一般包括：

①确定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分布。一件事项的概率分布是指某一投资各种结果

发生的可能性和概率分配。

②计算其预期报酬率。期望报酬率是指各种投资方案按其可能的报酬率和其对

应的概率计算出来的加权平均报酬率。如不用报酬率反映投资项目效益，而用现金

流入量反应，那么便可以计算其现金流入的期望报酬额。

期望投资报酬率的计算公式为：
Ⅳ

x=∑PiKi
，}l

式中：K——期望报酬率；

硒——第i个可能结果的报酬率；

Pi——第i个可能结果发生的概率；

N——表示各示各种可能结果的总数。

利用期望报酬率衡量投资风险时，预期报酬率的概率分布愈狭窄，其投资风险

越小，反之亦然。因此，计量投资风险时可进一步计算标准差及标准离差率。

③计算标准差(离散程度)。标准差是指各种可能的投资报酬率偏离期望报酬

率的综合差异。实际上一般都是运用标准差来衡量某一事项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的

宽窄程度。

标准差可用公式表示为：

^————一
庐培∞-K)2H 俺表示标准差)

标准差较大说明预期投资报酬率偏离期望报酬率的可能性较大，投资风险也较

大，反之，其风险也较小。

④计算标准离差率(变异系数)。标准离差率是标准差与期望报酬率的比值。

其作用是用相对数来表示风险的大小。考虑到标准差只对相同的期望报酬率的各种

投资方案进行比较，分析其风险的大小，而不能用来比较分析不同期望报酬率的各

种投资方案的风险大小。标准离差率则对其起补充作用。

标准离差率的计算公式为：

Q=aⅨ

在不同投资报酬率的情况下，标准离差率高，则投资风险大；反之则投资风险

小。

公司多样化投资后形成的风险为组合风险。一般来说，投资组合的收益是各个

单项投资收益的加权平均数，但是其风险不是这些单个投资风险的加权投资风险，

故投资组合能降低风险。

对于在投资风险计量过程中使用的投资报酬率应该是无风险报酬率和风险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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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和。

2、对于直接对外投资风险价值的衡量主要有投资回收期、平均报酬率、净现值、

现值指数法和内含报酬率等几个指标，对以上几个评价指标，前两个指标没有考虑

资金的时间价值因素，相对而言，后三个指标考虑了资金的时阃价值因素，在实际

应用中需要根据多个指标结合起来考虑。

4．3．2．1投资风险的应对

公司在对投资风险和收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需要制定针对不同风险事件或其

可能带来影响的风险应对策略，运用技术和经济手段，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损失。

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的风险控制原则。公司投资的基本目标是高报酬、低风险，同时，保证

投资的安全是公司投资的首要目标。风险规避和损失控制(损失预防与损失抑制)

是公司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

2、制定明确的风险控制计划。如趋势投资计划，保本或停损投资计划。

3、密切关注和分析市场变化，关注投资项目的进展或被投资主体财务状况，一

旦出现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事件，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尽早防范。

4．3．2．1．1项目审批风险的应对

为了规避项目审批风险，应当充分研究国家相关政策，充分与区域电网公司协

调，把握政策，把握机遇，并且严格遵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

应当认真做好电网近期规划，按照电网近期规划进行项目的选择与论证。当如

果出现偶然因素引起经济发展的较大幅度波动，若某些地区负荷增长超过预期水平，

相应的项目实施进度应给予提前；若某些地区负荷增长未达到预期水平，相应的项

目实施进度应给予适当推迟。另外，为了避免不经济投资的风险，在进行电网投资

时，首先考虑最大程度上利用已有的资产设备。

4．3'2．1．2输配电价风险的应对

在国家输配电价机制尚未出台前，提早开展输配电成本的测算、划分和输配电

价研究工作，积极为政府理顺电价，制定合理的输配电价机制提供决策依据。

尽早开展输配内部独立核算研究与试点工作，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110千伏

及以下电网项目投资与地区供电公司经营绩效指标直接挂钩考核机制，真正建立各

供电公司的自我发展与约束机制。

4．3．2．1．3投资项目实施风险的应对

l、造价风险控制：严格控制项目建设规模，认真审定项目建设方案；保证公司

按工程进度需求配置资金；根据市场行情，预见市场变化趋势，在审定项目概算时

留有预备费。建立企业建设项目管理考核体制，分清责任，防止建设单位擅自提高

项目建设标准。

2、进度风险控制：组织专家审查组，审查批复项目的可研和初设文件；制定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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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项目实施计划；严格执行项目招投标制，公开招标选定项目施工企业。

3、质量风险控制：公开选定工程设计单位；严格执行项目招投标制，公开招标

选定项目施工企业：保证工程资金需求；建立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明确责任；严

格执行项目管理监理制，公开招标选定监理公司。

3、安全风险控制：建立完善的安全保证体系，明确安全责任人；公开招标选定

企业信誉高、资质好、掩工管理水平高的施工企业。

4、加强合同风险管理：工程合同既是项目管理的法律文件，也是合同主体各方

应承担风险的一种界定，而风险分配应该在合同与招标文件中定义。项目的管理者

必须会从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的角度研究合同的每一个条款，对项目可能遇到的风

险因素有全面深刻的了解。要学会应用索赔对工程风险的重新界定，将风险转化为

利润。

5、建立固定资产投资风险监控和考核机制，如进行项目风险列表、捧序和评估

等，以及对基层单位加强投资考核等化解公司管理体制风险。

4．3．3资金风险的度量与应对

4．3．3．1资金存放和保管风险度量

资金存放和保管风险可从内控制度的建立与执行、人员素质、货币资金管理流

程合理性、审计结果等方面进行衡量。

4．3．3．2资金短缺风险和资金过剩风险度量

衡量现金资产存量管理风险时，最常用的标准是最佳现金持有量。通过分析公

司现有现金资产存量脱离公司最佳现金持有量的程度，可以衡量出资金短缺或过剩

风险。

建立资金最佳持有量分析模型。与持有资金有关的成本，共有三种：机会成本、

管理成本、短缺成本，分析目标是寻找使持有成本最低的现金持有量。

总成本=机会成本+管理成本+短缺成本。使上述三个成本之和最小的方案即

为最佳方案，此时的现金持有量为最佳持有量。

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与统计，获得关于管理成本和短缺成

本多个经验数值，并用多个可能机会成本数值，与管理成本和短缺成本组合，得到

多组相对较优资金组合，用以指导资金配置工作。

4．3．3．3资金短缺和过剩风险的其他衡量指标

要了解资金活动的全过程，掌握资金流动变化的全貌，需要分析以下资金衡量

指标，具体包括四大类：存量、流量、结构和变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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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资金衡量指标

类别 具体指标

存量指标 企业在各个时点的资金量(每日，月、季、年)

总的流入量(包括每日数，月、季、年累计)
流量指标

总的流出量(包括每日数，月、季、年累计)

流入的结构分析(包括总流入量，筹资流入量、投资收回量、经营性流入量

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流出的结构分析(包括总流出量、筹资流出量、投资量、经营性流出量的横
结构指标

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流入流出比分析(包括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比

较)

流入与流出的差额(包括发生的差额、累计差额)
变动指标

发生额与现金预算的差异(包括每日、月、季、年的绝对差额和相对差额)

4．3．3．4资金风险应对

l、建立健全公司内控制度。加强资金安全管理，严格执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

一货币资金》、《现金管理暂行条例》、‘支付结算办法》、《江苏省电力公司货

币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

(1)合理安排会计岗位，确保不相容职务的分离，形成内部牵制。尤其注意出

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档案保管，债权、债务、收入、费用支出等账目的核算工作。

不得让一人办理货币资金的全过程。

(2)对货币资金业务建立严格的授权批准制度，明确审批人对货币资金业务的

授权批准方式、权限、程序、责任和相关控制措施，规定经办人办理货币资金业务

的职责范围和工作要求。

(3)聘用合格的财会人员，并通过会计职业道德培训等手段提高人员的职业素

养。通过定期轮岗，及时发现问题。保管好印鉴和票据。办理付款业务所需的全部

印章不缛交由一人保管。

(4)执行银行开户审批制度，公司所属各分公司新开设银行账户一律须报经公

司书面同意。公司对存款开户银行范围应进行限定，不允许将资金存放于有破产风

险的金融机构中。

(5)做好内部审计，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工作，对发现的薄弱环节和问题，

及时改进。加强成本费用的控制，公司内部厉行“成本节约”原则，减少不必要的资

金浪费。

2、加强资金集中管理

(1)电网公司通过建立经费集中管理账户、电费统一账户和基建资金集中管理

账户，将基层单位的资金归集到公司层面进行集中管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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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发挥资金集中的规模优势，借助结算中心和财务公司的资金管理平台，

进行资金集中运作，在资金盈余时积极进行长、短期投资或提前归还高息贷款，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

(3)公司统一协调与主要银行的框架性协议，加强银企合作，通过不同期限、

利率的贷款组合，形成合理的资金供应包。利用银行的综合授信，随时获取流动资

金，掌握资金调节的主动权。

(4)公司应采用最新方法和技术来实施有效、实时的现金管理信息系统，优化

资金集中管理，以防范资金风险。

3、加强现金流量预算工作

(1)定期编制现金流量预算，合理安排现金收支，争取现金流入、流出量I司步，

加速现金的收取，严格控制现金支出和管理成本，及时反映公司资金过剩和短缺的

情况。

(2)通过科学合理的资金分析和管理，在最佳现金持有量的基础上确定资金安

全存量。当存量资金超过资金安全存量时，及时作好投资安捧，在确保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及电网建设用款的前提下，减少资金沉淀，提高资金收益；当存量资金达不

到资金安全存量时，及时筹措资金，保证资金供给。

(3)现金流量预算和资金管理要充分协调，应特别关注企业集团往来账、现金

交易数据、资金剩余与赤字预测，根据公司编制的预算及时进行信息反馈，对出现

豹差异及时进行分析调整。

4、加强宏观环境研究

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之中，电力行业的改革也在逐步深化，未来具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公司应积极做好前瞻性分析，尽可能准确的分析和判断通货膨胀、

利率变动、汇率变动等趋势变化，尽早做好筹资、投资安排，增强资金运作的计划

性，增强对未来不确定事件的应对性。

4．3．4物资采购风险的度量和应对

4．3．4．1物资采购风险的评估

1、物资采购风险评估范围

采购风险评估范围包括外因型风险(意外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和供应商

风险等)和内因型风险(决策风险、计划风险、采购订货风险、运输风险、验收风

险和存量风险等)。

2、物资采购风险分析评估

物资采购风险评估是指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把风险发生的概率、损失程度结

合其他因素综合考虑，得出系统发生风险的程度以及可能性和可控、可预见性。根

据近年电网电力物资采购工作中的情况总结出如下的评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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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物资采购风险分析平估表

风险发 风险后果 可控及
风险层次1 风险层次2 风险层次3

生概率 严重程度 可预见性

自然灾害 矗 B △☆
①意外风险

系统故障 a B △★

市场信息虚假 b B △★

②市场风险 货币汇率变化 C A △☆

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动 b B △☆

外因型风险 政策变化 a B △☆
③政策风险

体制改革 a B △☆

体制风险 B B ▲★

价格风险 C B ▲★
④供应商风险

合同风险 C C ▲★

质量风险 C C ▲★

立项论证不足 I B ▲★

⑤决策风险 屈从领导意见 ■ B
‘

▲★
内因型风险

人员专业化不足 量 B ▲★

⑥计划风险 需求计划 C C ▲★

设计变更 C C ▲★

⑦采购风险 招标管理 C C ▲★

内因型风险
订货管理 C C ▲★

⑧运输风险 ——／ b B ▲★

⑨验收风险 ——／ b B ▲★

⑩存量风险 ——／ b B ▲★

备注：(1)采购风险芨生口J能性：a：可能性小、b；可能性中等、c：可能性大。(2)采购风险后果：A：

后果轻微：B：后果中等；c；后果严重。《3)采购风险可控及可预见性：▲：可预见、△；难以预见，★：可控、

☆：难以控制。

3、物资采购风险图的绘制及风险排序

为对电力物资采购风险作进一步的评估，明确风险管理的重点，采取应对措施，

可通过对风险发生可能性和风险产生后果的严重性进行二维分析，并绘制相应的风

险图。因此，根据上述分析，绘制如图4所示的风险图。

物资采购风险图的绘制将有助于提高对电力物资采购风险的控制能力，并有力

地提高决策者对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注意力，明确公司电力物资采购风险管理的重点

和轻重缓急，从而便于形成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风险管理对策。

4．3．4．2物资采购风险的应对

通过对物资采购所面临的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的分析和衡量，针对各级风险发

生的可能性，损失影响以及对风险承受能力，针对电力物资采购的一级风险——风

险供应商风险、计划风险和采购风险，制定如下具体的风险对策与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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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电力物资采购风险图

高风蹬区：影畴丈。可能性高

中风险区1：影响中等，可能性高

低风险区：影响小．可能性低

中风险区2：影响大，可能性小

l、供应商风险的应对。加强供应商管理，制订一套可操作的供应商管理办法和

流程，建立完善设备监造、催交协调机制，用IS09000标准规范供应商加强对供应

商的选择和考核，实施质量风险控制。

2、计划风险的应对。实行全面计划管理，所有物资采购应有计划并按计划执行。

公司各基层单位应根据省公司下达的生产、技改、基建项目计划，会工程建设、生

产运营、农电等项目管理部室，按年、季度准确、及时地编制和上报本单位物资需

求计划。

3、采购订货风险的应对

物资采购供应遵守招(议)标采购、比质比价和技术与商务分离的原则，确保

采购信息公开、采购政策合理、采购程序规范、评标过程公平，严格订货合同管理，

规避合同订货风险规，“公平、公正、公开”地确定产品价格和供货厂家，尽量消除

人为因素对采购决策的影响。

内因型物资采购风险是采购主体自身行为所引发，加强教育，提高员工风险意

识；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和考核办法；根据集成风险管理思想从企业全局认识与评

估所有风险，建立健全高效灵敏的信息系统和风险监控系统，可以切实提高采购主

体抵御风险的能力。

4．3．5电能量采购风险的度量和应对

4．3．5．1电能量采购风险的度量

主要对购电量不足和购电成本过高导致的风险进行评估。实际中风险的发生可

能是多方面的，而且各方面往往相互作用，对电网经营企业的影响比较复杂。

1、购电量不足对电网经营企业的影响：一是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不足，输变电设

备利用率低，企业盈利减少；二是企业可能无法满足社会用电需求，导致电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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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誉受损，并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又影响地区用电需求的

增长，从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

2、购电成本变动对电网经营企业的影响：一是购电成本过高，导致电网经营企

业出现亏损，后果十分严重；二是购电成本超出预算，导致电网经营企业资金周转

困难，后果较为严重。

4．3．5．2电能量采购风险的应对

1、对购电量不足风险的应对措施主要有：

加强负荷预测，以尽可能减小用电需求不确定造成的风险；影响政府有关电源

建设方面的政策制定、积极发掘可能的电能资源并了解这些电能资源的特性、加强

电网规划与建设，消除电能输送瓶颈，以尽可能减小可供资源的不确定性造成的风

险。必要的时候，短期高价购入一部分电能满足用户用电需求，以维护公司的声誉。

2、对购电成本过高风险的应对措施主要有：

(1)在价格管制的情况下，电网经营企业应主动、充分地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

沟通，适当地反映本企业的成本情况，积极争取合理的电价；在上网侧多种价格并

存的情况下，应与相关电力管理部门进行沟通，以保证不同价格的电能量之间有较

为合理的电量比例；在发生不适当定价的情况下，应主动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或进

行申诉。

(2)在电力市场化的情况下，要针对电能富裕和短缺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

应对措施。

在电力相对富裕时，一是要积极影响政府有关电源建设方面的政策制定，尽可

能促使电力供求基本平衡：二是要加强对电力设备报装的统计、分析和控制，预测

用电结构和负荷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向政府经济主管部门提出适当调整经济结构的

建议。

在电力供不应求问题的情况下，一是要敦促有关部门制定多项应急措施，设置

多道防范价格风险的防线，如在竟价中设置最高限价、必要时终止市场等；二是加

强对区域电力市场购电侧竞价策略的研究，尽可能找到合同市场、月度市场、日前

市场购电量与购电价格之间的平衡点。三是要配合政府有关都门加强需求侧管理，

降低用电负荷，并使得用电负荷曲线较为平坦，以避免出现短时电力供不应求，价

格异动的状况。

(3)在上网侧建立电力市场，实行竞价上网的情况下，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争

取，设立上网侧电费平衡账户，以缓冲购电价格波动。电网经营企业争取上网侧和

销售侧电价联动，以争取稳定的利润空间。

(4)电网经营企业应与发电企业及其它电网经营企业建立起规范、合法的购售

电关系，充分利用合同这种形式来规避各种电能量采购风险。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

况下，可利用形式多样前金融合同来平衡收益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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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电费回收风险的度量和应对

4．3．6．1电费回收风险度量

公司电费回收风险可以通过电费回收率、电费上缴率及欠费100万元以上客户

台帐衡量。 ‘

统计数据显示，省级电网公司每月因客户原因造成未收电费超过1亿元，并有

少量往年陈欠欠费，电费回收风险近期仍然较高，幅度将有l％～3％的增加。但由

于客户电费回收工作得到加强，结合已实施的电费统一管理账户制度和即将加大的

用电稽查、优质服务管理及考核力度，电费回收风险将得到有效的降低，电费损失

会进一步下降。

4．3．6．2电费回收风险应对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公司将以电网经营为主要业务。为了最大限度降低

电费回收风险，电网公司应加强管理创新，加强专业化管理和集约化经营，按照现

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应逐步建立起集团化的管理模式，实现管理效益和经营效益最

大化。电网公司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应对及防范电费回收管理风险：

1、统一电费账户，严格按电费回收率和电费资金上缴率进行同步考核，建立健

全各类电费考核制度及考核指标，树立效益第一的监管体系；

2、合理配给资源，试点以电费结算中心为核心的新型电费管理运作模式，建立

全省营销数据仓库和营销决策支持系统，实行银行联网，实现电子划拨，强化电费

管理工作；

3、开震电力客户信用管理，联合社会各个信用评估机构，共享客户信用资料，

建立电力企业客户分级制度，完善电力客户信用评价体系，提前防范电费回收风险；

4、加强电费账务人员培训，统一电费账务管理模板，进一步完善合同管理，依

法回收电费。建立防范电费坏账的机制，有效防止电费回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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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省级电网企业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5．1风险管理的策略

5．1．1目标准则

从省级电网公司整体角度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将公司的战略规划、业务过程、

人员、技术及知识与经营目标密切结合在一起，通过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方法管

理所有关键性的风险和机遇，从而使电网公司能够在变化的经济环境中最大限度地

利用机遇、避免损失，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5．1．2管理原则

省级电网公司构建风险管理体系时必须考虑以下原则：

1、～体化原则：以统一规范的风险语言将公司层面的关键性风险作为相互联系

的风险组合加以管理，把风险管理的各个步骤与环节与公司整体的经营管理结合起

来。

2、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原则：建立完备的风险管理指标体系，使风险管理更具客

观性和操作性。

3、持续改进原则：风险管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持续地改进风险战略、过

程与度量方法从而不断地加强风险管理能力。

5．2风险管理体系的涵盖范围和组成

5．2．1涵盖范围

风险管理体系应覆盖公司各个业务单元和业务过程，要求全员参与，在各类管

理信息系统的支持下，利用系统思维的方法识别公司面临的和潜在的风险、解决公

司范围的风险管理问题，使风险管理的理念、方法等融入到企业文化之中。

5．2．2体系组成要素

省级电网企业风险管理体系应包含风险战略、风险管理、风险管理的组织、风

险文化、政策和程序以及风险管理的业绩考核，这样公司的风险管理才能有效的开

展。

1、风险战略

省级电网公司应制定风险管理战略，风险管理战略的制订与公司战略应紧密结

合，把风险管理纳入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中，在实施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时，要充分考

虑风险的存在，避免将风险管理作为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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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和组织

省级电网企业应加强风险管理的研究，要设立专门机构对风险管理进行统筹的

管理和协调。要制定公司风险管理的制度体系，明确风险管理责任部门和配合、协

调部门的职责，在省级电网公司范围内可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为公司的

非常设机构，风险管理委员会需由公司总经理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其他领导班子成

员任副主任委员，在各自分管领域发挥风险管理的作用。法律部门要对公司风险管

理提供法律支持。

3、风险文化

要在省级电网企业内部加强风险宣传，建立风险管理的各项制度，树立风险文

化，强化风险管理，倡导员工居安思危，决策层、操作层和执行层要对公司面l临风

险达成共识，使公司全体员工对公司的风险战略及方针、目标认同，才能对公司风

险管理的积极推动。

4、政策和程序

电网公司要建立风险管理的各项指导原则，研究政府的法律法规和电力市场规

则，编制风险管理文件和规章制度，并公司范围内开展相应的培训。

5、业绩考核

各个风险管理责任部门对风险议题(或指标)负责，将风险管理纳入公司的业

绩考核，确保公司风险管理的有效开展。

5．3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流程

53．1组织结构

1、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

在电网公司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风险管理办公室作为风

险管理的办事机构，负责风险管理日常工作。根据风险分类确定风险管理责任部门

和相应的配合部门。省级电网公司风险管理组织机构图和风险管理责任分工可参见

图5和表25。

(1)风险管理委员会职责：确定公司风险管理战略，批准公司的风险管理政策

与程序：确定风险管理权限；批准公司风险管理年度计划和调整方案：定期召开例

会(需要时可随时召集)，对风险管理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评审并批准绩效考核意

见，批准改进方案。

(2)风险管理办公室职责：制定风险管理战略及政策和程序，研究确定风险管

理框架和流程；确定风险管理的权限：编制公司风险管理年度工作计划和总体风险

管理目标；对各部门识别的风险进行分类，制作公司层面的战略风险图；督促、协

调各风险责任都门和配合部门的风险管理活动；编制公司风险管理报告向风险管理

委员会报告；提出绩效考核意见和改进方案；组织重大改进方案的实施；定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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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会(需要时可随时召集)，研究解决风险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风险管理责任部门职责：组织配合部门进行风险的识别，确定风险主要驱

动因素；对风险发生的概率及损失程度进行衡量；编制风险应对措旌并纳入业务管

理计划；定期撰写风险报告，实施改进方案：定期召开例会(需要时可随时召集)，研

究讨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风险管理配合部门职责：负责本部门职责范围内所涉及的风险管理活动

根据风险管理责任部门确定的议题进行风险识别、度量、实施等工作，向风险

责任部门提交所需资料。

(5)法律部门职责：为风险管理活动的合法性进行审核，为风险管理活动提供

法律支持；负责向风险责任部门提交所需资料。
表5风险管理责任分工

风险分类 风险议题 责任部门 配合部门

监管风险 法律部
财务部、计划部、营销部、调度中心、

企管部
发展风险

市场竞争风险 营销部 计划部、财务部

电网规划风险 计划部 调度中心、营销部、生运部

电网安全风险 调度中心 安监部、计划部、生运部

生运部、工程部、农电部、多产部、人
人身安全风险 安监部

资部

设备安全风险 生运部
调度中心、安监部、保卫部、工程部、

安全风险 物资部、招标中心

用电安全风险 营销部 农电部、安监部、生运部、法律部

交通安全风险 安监部 总经理部

消防安全风险 保卫部 安监部、生运部

筹资风险 财务部

财务部、生运部、农电部、营销部、科
投资风险 计划部

环部、法律部

资金风险 财务部

对外担保风险 财务部 法律部
经营风险

电价风险 财务部 规划部、营销部

物资采购风险 物资部 招标中心、生运部、工程部、农电部

屯能量采购风险 计划部 调度中心、财务部

屯费回收风险 营销部 财务部

信息系统规划和建设风险 计划部
信息风险 科技部

信息系统安全风险 调度中心

职工队伍稳
职工队伍稳定风险 人资部

省电力工会、总经理部、党工部、农电

定风险 部、多产部

突发事件风 治安突发事件风险 保卫部 总经理部

险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 总经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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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管理流程

风险管理流程图见图6。风险管理流程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度量、风险应对和风

险管理评价四个步骤。

^t删

^盛暂■

^噎盅坩

^tt理井竹

图5风险管理组织机构图

潮螺耪鳟懿懑确钿酾孽缀 麒母嬲盱啦曦

图6风险管理流程图

5．3．2．1风险识别

处理风险的前提是明确风险的存在。风险识别过程有四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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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别风险：这是风险识别的第一关键环节，也是整个风险管理流程的起点。

由风险管理责任部门针对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管理事项分析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风

险，在整体层面组织沟通，开展全方位的讨论，提出公司面l临的各种风险，达成共

识，拟定风险清单提交风险管理办公室。

2、风险分类：分析风险种类是分析风险事件原因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采

用类似于备忘录的形式，将公司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逐一列举，并联系组织的经营活

动对这些风险进行综合考察。风险管理办公室可在此基础上对风险的性质及其可能

产生的损失作出合理的判断，并研究对策来防止风险的发生，提交风险管理委员会。

3、确定风险管理部门：风险管理委员会根据风险管理办公室提交的风险分类说

明，确定风险管理责任和配合部门。

4、确定风险主要驱动因素：风险管理责任部门和配合部门针对风险议题，运用

系统分解法、流程图法、头脑风暴法、情景分析法等风险识别方法初步明确其关联

属性，确定主要风险及其主要驱动因素。

5．3．2．2风险度量

风险度量是在确定风险主要驱动因素的基础上，对某一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

程度进行估量并按某一标准排序的过程，风险度量应遵循全面周详原则、综合考察

原则、量力而行原则、科学计算原则和系统化、制度化、经常化原则，具体有三个

环节：

1、风险衡量

各风险管理责任部门选择确定合适的分析工具(模型)量化主要风险对公司的

影响，并充分考虑风险之间的关联性。风险衡量的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要

确定风险事件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可能性，即概率的大小，并且估计可能造成损失

的严重程度。其次，根据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损失的严重程度估计总体损失的大

小。最后预测这些风险事件的发生次数及后果，为决策者提供的决策依据。

决定风险衡量方法的关键因素有风险的严重性和易变性、风险的复杂程度、量

化数据的可得性、企业风险量化的技能、风险度量的成本等。

2、制作公司战略风险图

风险管理办公室在风险管理责任部门提交的风险衡量报告的基础上，确定风险

排序标准，形成“战略风险总图”并达成共识，提交风险管理委员会。

(1)风险的排序与风险图的绘制应遵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互动协作、充分

沟通的原则，并持续滚动修改。

(2)确定共同接受的排序原则，将量化的风险在总体层面上归类成具有实际操

作意义的风险细分，形成“战略风险总图”。

(3)通常根据确定的风险驱动因素及其发生的可能性(概率，由低到高)结合

其对公司的影响程度(由小到大)进行组合细分并描述界定高、中、低风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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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风险管理策略

风险管理委员会根据风险管理办公室提交的战略风险总图，结合公司战略，根

据不同的风险归类形成不同的风险对策。选择是否采取风险管理措施，采取哪些风

险管理技术措施。 ，

5．3．2．3风险应对

风险应对就是紧密结合业务，将风险决策充分整合到公司的业务决策中，得到

有效的实施。具体有五个环节：

l、拟定风险应对措施：拟定风险应对措施，即研究风险对策，指风险管理责任

部门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对所面临的问题寻求有效的工具和措施来处置。

2、审批风险应对措施：风险管理办公室负责对风险管理责任部门拟定的风险应

对措施进行审定，审定的重点项目是：风险管理技术的选择是否恰当：风险应对措

施是否紧密结合业务决策、是否可行；风险应对措施是否会产生新的风险及如何应

对；风险管理责任部门与相关配合部门的分工是否合适等。

3、纳入业务管理计划并实施：风险管理责任部门在编制业务计划的同时，将风

险管理办公室最终审定的风险应对措施纳入计划，并组织具体实施。

4、定期编制管理报告：风险管理责任部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与相关配

合部门的沟通和交流，分阶段定期向风险管理办公室提交管理报告，分析风险实施

中取得成效与经验、问题与不足、打算与计划等。

5、编制公司风险管理报告：风险管理办公室根据各风险管理责任部门提交的管

理报告，编制公司风险管理报告，报告至少应包含下列内容。

5．3．2．4风险管理评价

风险管理评价就是对风险管理的绩效进行评价，具体有三个环节：

1、风险管理自评价。由风险管理责任部门对各类风险管理的适用性和收益性进

行评价。

2、绩效考核。风险管理办公室根据各类风险的指标完成情况，结合风险管理流

程的评价，提出绩效考核意见，提交公司考核委员会。

3、改进方案。风险管理办公室在综合分析风险管理评价结果的基础上，将风险

管理的改进方案交风险管理委员会，经风险管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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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省级电网企业风险管理的评价

6．1风险管理评价内容

6．1．1风险管理评价的内容

省级电网企业风险管理评价应包含风险管理方案实施情况的评价、风险管理经

济效益的评价、风险管理社会效益的评价、风险管理执行综合收益的评价，通过评

价来评估风险管理的效果，来持续改进。

I、风险管理方案实施情况评价

评价风险管理各环节工作是否得到全面的贯彻实施，以及这些工作的实际成绩，

总结各环节的经验教训，找出每个阶段工作中实际风险管理效益和预期风险管理效

益之间的偏差程度。

2、风险管理经济效益评价

对实施风险处理方案后企业的实际财务状况进行再评价，并与风险处理方案实

施前指标对比，分析偏差原因提出改进措施，亦为今后风险管理决策提供参考资料。

3、风险管理社会效益评价

分析企业风险管理对社会发展目标影响和贡献的一种方法，包括环境影响评价、

社会影响评价、经济影响评价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评价分析，并得出风险管理效果

评价的综合结论。

4、风险管理执行综合收益评价

通过风险处理方案实际执行后的经济技术参数与执行前预测的数据对照比较，

使企业进一步了解风险处理方案的实际情况，找出存在的差距，检验风险处理方案

设计的正确程度，为新风险处理方案的评审提供依据。

6．1．2风险管理评价的范围
{

省级电网企业根据其业务特点，应对发展风险、安全生产风险、经营风险、信

息安全风险、职工队伍稳定风险和突发事件风险等六类风险管理进行再评估。

6．1．3风险管理评价的基本功能

由于风险管理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后，才能体现其执行效果，而且方案的

实施程度对企业风险管理效果有直接影响，因此除了根据外部环境变化需定期评价

各项风险管理内容和措施的适用性外，风险管理效果评价一般是企业实施风险管理

方案后的一段时间内(半年、一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由各风险管理责任部门配合

风险管理评价部门考察责任部门实施风险管理措施后管理水平、经济效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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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企业风险管理全过程进行系统的、客观的分析。风险管理评价的基本职能包括

两个层次。

l、对风险管理结果的评价：即对各项风险控制措施实际发挥作用的评价。

2、对各项风险的具体管理的分析、检查、修正和评估 ．

6，1．4风险管理评价的主要作用

风险管理评价能有效地促进公司风险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加强与完善，真正做到

将现实风险和与潜在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从而确保企业战略目标的组织实现。

6．2风险管理评价的实施

6．2．1风险管理评价原则

尽管省级电网公司六类风险的管理方法和措施不尽相同，对它们的评价方法也

有所差异，但为了保证风险管理评价工作的一贯性和严肃性，风险管理评价的程序

应该符合一些基本的要求。

l、评价的可行性

即通过对风险管理的评价可以准确及时的发现目前风险管理措施的不足和缺

陷，从而为改进风险管理措施和效果提供帮助。风险管理评价的可行性取决于评价

资料的完整性、可靠性和评价方法的适用性。

2、评价的实用性

为了使风险管理评价的成果能对风险管理的决策发挥作用，评价报告必须具有

可操作性，即同时满足实用性、时效性、针对性等三方面的要求，在确保评价全面

性的同时也能突出重点。

3、评价的合作性

风险管理评价涉及企业的各个风险管理责任部门，各责任部门应积极配合风险

管理部门的评价工作，使风险管理效果评价的工作能顺利进行。

风险管理评价的程序既要体现结果性评价的要求，也要体现程序性评价的要求；

既要保证风险管理评价工作的质量，也要兼顾成本效益原则。因此，对于风险管理

评价的程序可以从流程和期间两个角度进行规定。

6．2．2风险管理评价的组织安排和实施程序

电网公司的风险管理的评价要在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公司风险管

理办公室组织进行，风险管理责任部门按要求开展风险管理自评价工作。

根据风险管理评价工作的详略程度，同时考虑实施部门和评价期间的不同，可

将风险管理评价的实施程序分为以下两类：

l、风险管理责任部门在对风险管理综合结果评价基础上对未达到管理目标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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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流程进行流程分析评价，每年开展一次。

2、风险管理办公室组织进行全面的风险管理流程分析评价，侧重于对执行规范

性进行评价，两年左右进行一次。

风险管理评价实施的具体流程：

风险管理评价包括两个层面，即对各项风险管理的综合结果进行评价和对风险

管理的基本流程进行评价。

1、风险管理综合结果的评价

风险管理的基本目的是减少、规避和控制风险，这一层面的评价主要关注上述

目标能否达到。由于综合结果评价得到的结论较为明确，所以是一种有效的发现问

题的过程。

2、风险管理基本流程的评价

对风险管理基本流程的评价即分析风险确认中识别出来的风险是否完整，关于

风险产生原因的论述是否合理，检查风险度量和预警中采用的指标是否准确，能否

正确地判断企业风险的大小和影响，对于风险度量的偏差要及时修正，并对风险治

理途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如图7所示。

对风险管理各个步骤结果的评估，如果结果不易度量，也可以用关键的步骤是

否合理和有效来替代。

图7风险管理基本流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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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风险管理评价方法

由于风险管理评价分为两种类型，即基于风险管理综合结果的评价和针对风险

管理流程的评价，因此风险管理评价方法也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风险管理结果评价

方法和风险管理流程评价方法。

l、风险管理综合结果评价方法

它是一系列针对风险管理工作或过程的结果进行评价的方法的总称。风险管理

结果评价方法具体包括定性和定量的方法两种，通过对结果的评价以便及时发现企

业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省级电网公司可分别针对发展风险、安全风险、经营风

险、信息风险、职工队伍稳定风险、突发事件风险等六大类一级风险下的二级风险

一一设置定量或定性的评价指标，通过对评价指标值的计算并与标准数值进行对比，

以及时对风险管理质量做出提示和预警。本课题重点研究了发展风险、安全风险、

经营风险的评价方法。

2、风险管理流程评价方法

它是一系列直接针对风险管理工作或过程进行评价的方法的总称。风险管理过

程的质量，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度量、风险预警和风险控制的质量直接决定了风险

管理的结果，对风险管理流程评价更有利于发现问题，为解决问题提供依据。

风险管理流程评估可以从风险管理制度评价和风险管理制度执行评价两方面着

手。风险管理制度评价主要针对各类风险管理制度中的缺陷，包括完整性缺陷和有

效性缺陷两类进行评价，从而为风险管理制度的改善提高依据。风险管理制度执行

评价则针对各项风险管理制度的具体执行情况进行评价，以便发现执行层面存在的

问题。

6．2．4风险管理评价的指标设置

6．2．4．1发展风险

1、市场竞争风险

(1)结果评价指标：一是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耗的比重(由统计部门获得数据)，

反映电力与其他可替代能源的竞争。若比例下降，则需要对市场竞争风险管理过程

(包括相关制度及其执行情况)作进一步评估，以确定是否是宏观政策因素导致可

替代能源、新能源的加速发展。二是年度销售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例升降，反

映公司在电力市场中的份额。若比例下降，则需要对市场竞争风险管理过程(包括

相关制度及其执行情况)作进一步评估，以确定是否是宏观政策、营销策略等因素

影响公司销售电量增长，是否有宏观政策因素影响全社会用电量增速。

(2)制度执行评价指标：是否根据环境变化对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作较为准确

的预测以及是否把握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否定期对能源消费市场作详细

的市场分析，了解各个竞争对手的发展状况以及营销策略：是否在所了解的竞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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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信息的基础上对本公司的营销策略作出相应调整。

2、电网规划风险

(1)结果评价指标：(提高可靠性所增加的年费用+增加投资的年金一增加的

年运行维护费)／提高可靠性的年收益，若该指标大于1，说明该电网规划难以平衡

可靠性和经济性；若该指标小于1，说明该电网规划可以较好的兼顾可靠住和经济性。

(2)制度执行评价指标：评价电网规划是否与国家以及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

电力需求相适应；评价电网规划是否切实考虑了远期发展与近期发展相结合：评价

电网规划是否系统考虑了高低压之间的协调问题，有无建设的不平衡现象；评价在

平衡可靠性和经济性问题上，其所用数据是否准确予以取得。

6．2．4．2安全生产风险

l、电网安全风险

(1)结果评价指标：(本年度发生的对电网影响较大的故障次数／本年度统调调

度管辖的发电厂、变电所个数和输电线路条数的总和一上年度同期发生的对电网影

响较大的故障次数／上年度统调调度管辖的发电厂、变电所个数和输电线路条数的总

和)／上年度同期发生的对电网影响较大的故障次数。这里对电网影响较大的故障一

般应包括电网稳定破坏、瓦解；主网解列；局部电网解列；大范围停电；发电厂、

220kV及以上变电站全停等情形。如果该指标小于0，说明电网安全性在不断提高，

若大于0，则需要对电网安全风险管理过程(包括制度及其执行)作迸一步的评估，

以判断是否为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造成电网安全性的降低。

(2)制度执行评价指标：评价相关人员是否贯彻执行《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等相关的制度规定；评价是否合理安排电力系统运行方式，统一安排系统备用容量

和检修；评价是否统一配置和整定电网继电保护装置和安全稳定控制装置；评价是

否建立了通畅的电网运行信息流转的通道；评价事故处理方式是否切实有效。

2、人身安全风险

(1)结果评价指标：年度发生的伤亡事故次数(包括高空坠落伤亡、触电伤亡、

厂区人身伤亡、燃运系统人身伤亡以及起重伤害等情形)。如果年度发生的伤亡事

故超过1次／千人·年，说明在人身安全风险管理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更为

全面细致的审视出现问题领域的人身安全风险管理过程，并对其作进一步的评估，

据此判断是由于相关人员自身原因还是由于安全管理措施有所欠缺。

(2)制度执行评价指标：评价每一位班组成员都能明确工作任务、范围、责任

以及安全监督工作效果；评价生产运行、检修和施工现场的劳动作业环境和安全防

护设施是否完备：评价相关工作技术人员的职业培训效果：评价事故发生存在不可

控因素的影响。

3、设备安全风险

(1)结果评价指标：(本年度由于设备毁损造成的经营损失总额一上年度由于

6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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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毁损造成的经营损失总额)，上年度由于设备毁损造成的经营损失总额。这里设

备毁损造成的经营损失总额不包括不可抗力造成的相关设备损坏损失，包括毁损设

备的净值以及由于该设备发生毁损所造成的无法正常生产经营所造成的盈利损失。

如果该指标大于10％，说明公司设备安全风险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应进一步加强

设备安全风险管理工作。

(2)制度执行评价指标：评价是否能够通过加强技术监督、监测、检测等手段，

保证设备“应修必修，修必修好”，使设备保持健康运行；评价是否能够及时发现设

备毁损并及时恢复运行；评价有无对设备进行定期巡视检查，以减少失窃事件的发

生；对于突发性的事件，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加以应对。

6．2．4．3经营风险

1、筹资风险

(1)结果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包括资产负债率——负债，资产、财务杠杆系数一

一息税前利润／(息税前利润一利息)、利息保障倍数——税息前利润／应付利息总额。

若这些指标出现异常，则需要对筹资风险管理过程作进一步评估，以确定是包括市

场需求变化和价格变化在内的经营风险因素造成的现金流量发生了变化，还是单个

项目筹资策略选择不当带来的负面影响。

(2)制度执行评价指标：评价是否进行了针对当期还本付息能力的评估工作；

是否存在针对资本结构变化的原因分析报告和策略实施；公司各项筹资是否都从筹

资风险的角度进行了相应的预测和评价，并且评价方法比较客观、合理。

2、投资风险

(1)结果评价指标：对于固定资产投资，评价指标为输变电设备的容载比和负

荷率，若超出国家标准，则认为需对固定资产投资风险管理过程(包括制度及其执

行)作进～步评估，这种评价需要同时考虑正在建设中固定资产的具体情况和未来

市场需求变化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需要变化。对于对外投资，评价指标为各项对外投

资的投资报酬率，若投资报酬率小于零，或者投资报酬率大于零但低于公司主营业

务的收益率，则认为需对对外投资风险管理过程(包括制度及其执行)作进一步评

估，以确定是风险管理的不当还是由异常事项发生造成的。

(2)制度执行评价指标：评价是否对投资项目进行了充分的研究、预测和论证，

是否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评价是否定期对公司整体投资的风险进行度量，并

依据度量结果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是否采取灵活措施来降低或化解投资风险。

3、资金风险

(1)结果评价指标：因资金未及时拨付至Ⅱ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及电

网建设工程进度。

(2)制度执行评价指标：评价资金预算编制指标是否全面，资金预算执行是否

到位；评价是否定期对资金执行情况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评价公司银行账户管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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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规范。

4、物资采购风险

(1)结果评价指标：物资采购是公司的一项基本业务，无论是采购及时程度、

价格或质量都应该较好的保证，故只有出现相关物资采购问题，如物资未能及时采

购到，价格偏高或者质量问题，则认为需对物资采购风险管理过程(包括制度及其

执行)作进一步评估，查明问题的原因何在。另外对于物资积压风险，评价指标是

物资周转率，周转率低于2．5，则可能存在问题。

(2)制度执行评价指标：对采购的物资进行抽样，分别从及时性控制、价格控

制和质量控制三个方面，评价相关风险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5、电能量采购风险

(1)结果评价指标：评价指标为(电能量正常采购．市场实际需求)／市场实际

需求，该值为正值时，若超过2％，该值为负值时，绝对值若超过3％，则认为需对

电能量采购风险管理过程(包括制度及其执行)作进一步评估，以寻找差异较大的

原因，并解释风险管理中的问题所在。

(2)制度执行评价指标：评价电能量的预测是否有充足的依据：是否及时根据

新的情况对电能量的采购计划做出调整。

6、电费回收风险

(1)结果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包括电费回收率和电费陈欠两类，若电费回收率

低于97％，或者电费陈欠超过3000万元，则认为需对电费回收风险管理过程(包括

制度及其执行)作进一步评估，以确认是风险管理的不当还是经济形势等不可控的

因素发生变化造成的。

(2)制度执行评价指标：评价是否应明确规定建立客户档案记录、客户信用并

进行定期的更新；是否采取了必要且有效的促进电费回收的措施和方法；是否定期

对电费回收情况进行分析，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6．3风险管理的绩效考核与持续改进

6．3．1风险管理的绩效考核

高效的风险管理离不开健全的绩效考核机制，健全的绩效机制能有效促进管理

人员按既定的规则或管理规定行事，更大程度上保证风险管理原则和风险管理手册

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公司风险文化的建设。

风险管理的绩效考核的程序：在各风险管理责任部门自评价基础上，风险管理

办公室提出绩效考核意见报公司考核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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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风险管理工作的改进

1、风险管理改进的目的：通过风险管理评价和日常的过程监控，与管理目标或

“最佳做法”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存在的或潜在的薄弱环节，采取适当的改进措施和

方法，不断提高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和效率，增强公司风险管理能力。

2、风险管理改进的内容：风险管理的各个要素如风险战略、过程、人员、管理

报告、方法、信息系统与数据均可作为风险管理持续改进的内容。

3、风险管理改进的程序

(1)明确改进的原因：识别存在的问题，选择改进的区域。

(2)评价目前的状况：评价现有管理过程的有效性和效率。收集数据并进行分

析，发现经常发生的问题，选择特定问题并确定改进目标。

(3)分析：识别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

<4)确定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寻求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案，选择并实施最佳的

解决问题的方案。

(5)评价效果：确认问题及其产生根源已经消除或其影响已经减少，实现了改

进的目标。实施新的解决方法并用制度等形式将其规范化。

4、风险管理改进的实施

按照管理对象性质和程度的不同，可分两类：

(1)重大改进方案：对现有风险管理过程进行修改和改进，或实施新过程。由

风险管理办公室组织进行。

(2)渐进的持续改进；即日常的改进工作，可由在岗位的员工完成风险管理改

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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