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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新增配网的投资建设存在多主体问题,同时各主体之间的合作模式尚未明确。因此,进行了增量配网

与供电公司合作模式的研究,首先基于显著性—冗余分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其次,为保证赋权的准确性,结合客观

法与主观法构建了基于熵权法修正的层次分析法指标赋权模型;然后,基于变化速度状态模型与变化速度趋势预测

模型,构建增量配网合作模式动态综合模糊评估模型;最后,设置供电公司绝对控股、供电公司相对控股、供电公司

参股、供电公司不参股4种情景进行算例分析。算例结果表明,动态综合评估模型相对于静态评估模型更能反映成

效的真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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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tothemulti-agentproblemintheinvestmentconstructionofanewlyaddeddistributionnetworkandthe

unclearcooperationmodebetweentheagents,thepaperstudiesthecooperationmodebetweentheincrementaldistri-

butionnetworkandthepowersupplycompany.Firstly,thepaperconstructsanevaluationindexsystembasedonsa-

liency-redundancyanalysis.Then,inordertoensuretheweightingaccuracy,anobjectiveweightingmethodanda

subjectivemethodareutilizedtoconstructanindexweightingmodelbasedontheanalytichierarchyprocessmethod

modifiedbytheentropyweightingmethod.Afterthat,onthebasisofthechangingspeedstatemodelandthechan-

gingspeedtrendprediction model,adynamicdynamic-comprehensivefuzzyevaluation modelforthe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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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oftheincrementaldistributionnetworkisconstructed.Finally,fourscenariosaresetup:absolutecontrolof

powersupplycompany,relativecontrolofpowersupplycompany,theshareholdingofpowersupplycompany,and

non-shareholdingofpowersupplycompanytoperformexampleanalysis.Thecalculationexamplesshowthatthedy-

namic-comprehensiveevaluationmodelcanreflecttheactuallevelofeffectivenessbetterthanthestaticevaluation

model.

Keywords:incrementaldistributionnetwork;entropyweightmethod-analytichierarchyprocess;dynamiccomprehen-

sivefuzzyevaluation;cooperationmodel

　　随着《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的发布,其鼓励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参与到增量

配网业务的投资建设之中,通过混合所有制方式,实

现增量配网业务的投资运营。同时,供电企业与社

会资本进行合作,充分利用双方优势,实现互惠共

赢[1]。供电公司与增量配网园区合作模式包括供电

公司绝对控股、供电公司相对控股、供电公司参股以

及供电公司不参股等多种模式,意见对于增量配网

园区建设具体采用模式并未进行明确规定,深入研

究适合增量配网发展的合作模式迫在眉睫,因此国

内外学者对于增量配网展开了评价研究[2-4]。目前

关于增量配网的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资决策评

价与供电可靠性。

关于投资决策评价方面,分为投资决策前评价

与投资决策后评价。文献[5-7]均为投资决策前评

价,其中,文献[5]通过停电损失评价,从源荷2侧构

建增量配网投资效益评价模型;文献[6-7]从投入产

出的关联关系出发,构建了不同类别配网的指标体

系。文献[8-11]则对增量配网进行了投资决策后评

价,其中文献[8-10]组合了层次分析法与德尔菲法,

从静态评价角度对10kV 及以下配网展开了后评

价;文献[11-12]同样从静态评价出发对配网投资进

行了后评价,促进了配网的精准投资。关于供电可

靠性评价方面,文献[13-14]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配

网可靠性评价指标体系实行降维,筛选非线性相关

性较弱的指标;文献[15-16]从静态评估出发,基于

网络拓扑结构,利用聚类可靠度进行可靠性评价。

由现有投资决策方面的研究可知,增量配网评

价获得国内外学者的重点关注,但是现有研究存在

以下问题。

1)大多研究主要关注初始指标体系构建,但对

于初始指标体系有效性的验证筛选并未进行深入

研究。

2)大多研究从静态角度进行综合价值评价,但

是随着增量配网的不断发展,计及时间与变化速度

的动态综合价值评价还较少涉及。

3)现有研究主要关注配网的投资决策评价与供

电可靠性评价,但对于供电公司与增量配网园区明

确的合作模式还较少涉及。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该文首先通过显著性

分析与信息冗余分析,构建增量配网园区与属地供

电公司的指标体系,以此解决对于指标体系有效性

的验证筛选并未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然后构建计

及变化速度状态和变化速度趋势的动态综合模糊评

价模型,以此解决现有研究仅从静态角度进行评价

的问题;最后设置多种合作模式进行实证分析。

1　基于显著性—冗余分析的指标体系

构建

　　综合评价的前提是构建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体

系,该文从投资效益、发展潜力、重要性3个维度衡

量增量配网与供电公司合作模式成效。投资效益维

度结合动态财务评价指标,考虑增量配网投资建设

的经济效益及成本。由于自动化与智能化成为增量

配网的重要内容,发展潜力维度在传统增量配网功

能水平基础上,考虑其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重要性

维度主要考虑各合作模式对各方主体影响。

为了使增量配网园区与供电公司的合作模式成

效评价指标体系更具代表性,一方面,需对初始指标

体系进行显著性检验,筛选出对合作成效评价值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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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大的指标;另一方面,由于各个指标之间并不独

立,对各指标进行信息冗余分析。主成分负载系数

值能反映指标对综合评价值显著性影响程度,主成

分负载系数越大,指标对综合评价值影响越显著,反

之亦然。Person相关系数能度量指标之间的相关

程度,Person相关系数越大,指标间的相关程度越

大。因此,首先通过主成分负载系数筛选出对综合

评价值影响显著的指标,然后通过指标之间的相关

性分析,剔除信息冗余较大指标。可得增量配网园

区与供电公司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增量配网合作模式评价指标体系

Table1　Evaluationindextypesofincrementaldistributionnetworkcooperationmodel

目标层 准则层 决策层 含义

投资效益

财务指标
内部收益率 增量配网投资建设净现金流量为零时的折现率

净现值 增量配网投资建设投产后净现金流入与先进流出差额

建设成本 增量配网建设阶段所发生的成本

成本指标 运行成本 增量配网在运营阶段所发生的成本

故障成本 增量配网运营阶段发生故障产生的成本

效益指标
售能收入 增量配网园区售电、售热、售冷获得的收入

单位投资增供电量 每一单位投资增加的供电量

发展潜力

容载比 变电容量占相应电压等级负荷的比值

供电能力 分布式能源发电利用率 分布式能源发电在新增配电园区就近消纳能源减少损耗量,以此提高能源利用率

主变N-1通过率 电网中的一台主变故障或计划退出运行时,对用户正常持续供电能力量化描述

技术装备 配变运行年限 配变运行年限的平均情况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覆盖率 使用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用户所占总用户的比例

智能化 配电自动化覆盖率 区域内配置终端的中压线路条数占该区域中压线路总条数的比例

智能电表覆盖率 安装智能电表用户所占比例

重要性

分布式能源发电周边协调程度 分布式电源点与周边环境的融入程度

政策需求 电动汽车减排量 新增配电园区参与电动汽车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

分布式能源发电减排量 新增配电园区由分布式能源发电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

社会需求 用户平均停电次数 某一时间段用户停电次数的平均值

公司需求
市场占有率 售能量在用户端用能量中所占的比重

重要用户比例 重要用户在所有用户中所占比例

2　基于熵权法修正的层次分析法标赋

权模型

　　在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各指标的无量纲处理与

指标筛选后,进一步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现有赋权

方法由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组成。其中主观赋

权法中的层次分析法具有思路清晰、方法简便、适用

面广、系统性强等特点,但由于其受专家知识水平的

影响,相对较为主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引入客观

赋权法中的熵权法,综合熵权—层次分析法确定指

标权重。

2.1　熵权法赋权

熵权法通过信息熵定量反映指标变化对系统的

影响程度。指标的变化程度越小,信息熵越小,说明

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小,权重就越小[17]。

首先,计算第i个指标中第j个评价对象比例为

Zji=
xji

∑
n

j=1
xji

(1)

式中　xji 为评价对象j第i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值。

其次,计算第i个指标的信息熵为

ei=-k∑
n

j=1
ZjiIn(Zj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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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i 为第i个指标的信息熵,k=
1

lnn >0,所

以满足ei >0。

最后,计算第i个指标的熵权重为

si=
1-ei

∑
m

i=1

(1-ei)
(3)

2.2　层次分析法赋权

层次分析法将一个复杂的多目标决策问题看成

是一个系统,转变成为若干个目标层次,然后模糊量

化定性指标,计算不同层次下各元素的权数并作为

该元素的分值,最后按照分值的大小进行排序[18]。

层次分析法赋权具体如下。

假设判断矩阵为

A=(aij)n×n (4)

其中,因素i比因素j 的重要程度比例标度如表2
所示,具体计算形式为

aij =
1
aji

(5)

　　为了能够准确、详细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引

入平均随机一致性比值计算衡量,即

CI=
λmax-n
n-1

(6)

RI=
λ′max-n
n-1

(7)

CR =
CI

RI
(8)

式中　CR 为随机一致性比率,如果CR <0.1,说明

一致性比较满意,不一致程度能够接受;否则进行修

正,直至通过一致性检验。

通过一致性检验后,方案层C 内各因素C1 ~

Cn 合并权重计算为

Ci=∑(cjk·bj) (9)

表2　重要程度比例标度

Table2　Importancescale

因素i比因素j 标度值

同等重要 1

稍微重要 3

较强重要 5

强烈重要 7

极端重要 9

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2,4,6,8

2.3　熵权法—层次分析法综合赋权

基于熵权法—层次分析法的指标组合赋权方法,

将层次分析法得到的主观权重Ci 与熵权法得到的客

观权重si 进行线性加权优化,求解最优组合系数,得

到兼顾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优点的组合权重为

wi=αCi+βsi (10)

其中,αβ≥0,α+β=1,0≤α≤1,0≤β≤1,α、

β分别为主观和客观权重系数。

为了求出最优的权重wi 。假设增量配网项目

j的主客观加权属性值一致水平为

Fj =∑
m

i=1

(αCixij +βsixij)2 (11)

式中　αCixij 为主观加权属性值;βsixij 为客观加

权属性值。为了使主客观加权属性值一致性水平趋

于最小化,利用线性加权法建立优化模型,即

minF=min∑
n

j=1
Fj =∑

n

j=1
∑
m

i=1

(αCixij +βsixij)2

(12)

　　利用拉格朗日乘法求解α 和β 的二元优化模

型,解得指标的权重系数并代入式(10)~(12),从而

获得wi 。

3　增量配网合作模式动态综合模糊评

估模型

　　在综合评价中,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除了静态

评价,计及时间变化速度的动态评价在市场竞争中

的优势凸显。在投资阶段,一方面增量配网在原有

配网的基础上投资建设,增量配网与供电公司合作

所产生的合作成效无法明确;另一方面,采取静态评

价无法针对特定阶段供电公司与增量配网合作成效

展开评价,只能对总成效进行评价,但由于不同地区

增量配网基础水平不一致,特定阶段的合作成效无

法用总成效进行替代。由此急需引入动态综合评

价,对供电公司与增量配网园区的合作成效进行

评估。

具有速度特征的动态综合评价模型,充分利用

评价对象不同时段的变化速度及变化趋势对评价对

象进行评价,该模型同供电公司与增量配网园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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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效评估需求高度契合,由此引入该模型。假设

评价对象集为 d1,d2,…,dm{ } ,评价时间为连续

的n 个时期 t1,t2,…,tn{ } ,di 在tj 时期的评价结

果为sij 。得评价时序矩阵为

S=

s11 s12 … s1(n+1)

s21 s22 … s2(n+1)

︙ ︙ ︙ ︙

sm1 sm2 … sm(n+1)

é

ë

ù

û

(13)

　　设di 在 tj,tj+1[ ] 内的变化速度为vij ,据此

得变化速度时序矩阵为

V=

v11 v12 … v1n

v21 v22 … vn

︙ ︙ ︙ ︙

vm1 vm2 … vmn

é

ë

ù

û

vij =
si,j+1-sij

tj+1-tj

ì

î

í (14)

3.1　变化速度状态测度模型

由于增量配网与供电公司合作成效凸显所需时

间至少在1a及以上,因此假设合作成效的变化速

度在时间段 [tj,tj+1]均匀变化,变化速度状态有上

升、下降、不变3种状态,分别对应vij 为正、负、零。

连接vij 与vi,j+1,即可得变化速度的运动轨迹如图

2所示。

v

t/a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图1　变化速度运行轨迹

Figure1　RunningTrackofChangingSpeed

由图1可知,vij 为正值时,处于横轴上方;vij

为负值时,处于横轴下方。供电公司与增量配网园

区合作模式i在时间段 [tj,tj+1]内的动态综合评

价值即为变化速度与横轴所围成面积值,具体为

Yi
v(tj,tj+1)=∫

tj+1

tj
vijdt+

∫
tj+1

tj

(t-tj)(vi,j+1-vij)/(tj+1-tj)dt (15)

其中,Yi
v(tj,tj+1)为合作模式i在时间段 [tj,tj+1]

内的动态综合评价值。

3.2　变化速度趋势测度模型

由式 (15)可得tj 、tj+1 的变化 速 度 值vij 、

vi,j+1,设合作模式i在时间段 tj,tj+1[ ] 内的线性

增长率为

kij =

vi,j+1-vij

tj+1-tj
,tj+1 >1

0, tj+1=1

ì

î

í (16)

其中,vij=vi(tj),vi,j+1=vi(tj+1),i=1,2,…,m。

为了预测变化速度的发展趋势,构造关于kij 的

变化趋势测度ρ函数为

ρ(kij)=
ε

1+e-kij
(17)

　　由式(17)可知,ρ为单调递增函数,并且ρ具有

拐点,在拐点前增速不断增长;在拐点后增速不断下

降。该函数的递增及拐点性质与合作模式变化速度

趋势对综合评价结果的激励作用相匹配。为了充分

利用该特性,当kij =0时,即变化增长率为0,对于

没有变化的阶段不予以激励与惩罚,因此ρ(kij)=

1,求解得ε=2。若kij >0,则ρ(kij)>1,说明对变

化速度呈上升趋势,乘以大于1的系数进行奖励;若

kij <0,则ρ(kij)<1,说明对变化速度呈下降趋

势,乘以小于1的系数进行惩罚。ρ(kij)具体取值

由专家结合自身经验及综合评价对象特征差异

确定。

3.3　动态综合模糊评估模型

基于变化速度状态测度模型与变化速度趋势测

度模型进行动态综合评价,得到合作模式成效的动

态综合评价函数为

　Pij=y′i
v(tj,tj+1)=(yi

v(tj,tj+1),ρ(kij)) (18)

式中　Pij 为在 [tj,tj+1]时段内结合变化速度状态

和趋势所得的综合动态评价值。

根据增量配网与供电公司合作成效特性,利用

牛顿第二定律表示合作模式的综合评价结果为

Pij =yi
v(tj,tj+1)·ρ(kij) (19)

其中,yi
v(tj,tj+1)变化速度状态相当于牛顿第二定

律中的质量,ρ(kij)变化速度趋势相当于牛顿第二

定律中的加速度。

由牛顿第二定律原理F=ma 可知,质量m 一

定时,合外力F 与加速度a 成正比;a 一定时,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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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F 与质量m 成正比。由增量配网合作特性可知,

当变化速度状态值yi
v(tj,tj+1)一定时,变化趋势测

度值ρ(kij)越大,综合评价值Pij 应该越大;ρ(kij)

一定时,yi
v(tj,tj+1)越大,则综合评价值Pij 应该越

大。由此可看出增量配网合作成效各变量之间的关

系变化与牛顿第二定律所表达的一致,利用牛顿第二

定律表示合作模式的综合评价结果具备合理性。

基于式(19),综合评价结果值可变换为

Pij =θiy′i
v(tj,tj+1)[∫

tj+1

tj
vijdt+

∫
tj+1

tj

(t-tj)(vi,j+1-vij)/(tj+1-tj)dt](20)

　　根据式(20)可得在时间段 t1,tn[ ] 内,合作模

式i的总动态综合评价值为

y′i
v =∑

n-1

j=1
y′i

v(tj,tj+1) (21)

4　算例分析

4.1　基础数据

为了验证该文所提评价模型的有效性,选取供

电公司绝对控股、供电公司相对控股、供电公司参

股、供电公司不参股分别对应情景1~4下的实际增

量配网园区合作成效进行动态综合评价。该园区

2016~2020年为投资建设阶段,运营阶段为2021~

2035年。不同情景下,增量配网园区中各投资方的

股权分配比例如表3所示。指标原始数据根据实地

调查与资料查阅相结合的方法获取。

表3　增量配网园区各股权分配比例

Table3　Incrementaldistributionnetworkpark

equitydistributionratio %

投资方
不同情景下的股权分配比例

1 2 3 4

供电公司 60 40 15 0

社会资本 40 60 85 100

4.2　结果分析

根据指标标准化结果,通过spss软件计算得指

标赋权结果、各情景动态综合评估值如下所示.

1)指标赋权结果。根据式(1)~(12)可得指标

的权重如表4所示。

表4　指标赋权结果

Table4　Indicatorweightingresults

准则层 决策层
赋权分析法

熵权 层次 熵权—层次

财务指标
内部收益率 0.0399 0.0686 0.0571

净现值 0.0481 0.0792 0.0668

建设成本 0.0564 0.0431 0.0484

成本指标 运行成本 0.0606 0.0427 0.0499

故障成本 0.0582 0.0478 0.0520

效益指标
售能收入 0.0441 0.0917 0.0727

单位投资增供电量 0.0397 0.0422 0.0412

供电能力
容载比 0.0457 0.0317 0.0373

分布式能源发电利用率 0.0536 0.0375 0.0439

电网结构 主变N-1通过率 0.0498 0.0368 0.0420

技术装备 配变运行年限 0.0498 0.0279 0.0366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覆盖率 0.0474 0.0327 0.0386

智能化 配电自动化覆盖率 0.0453 0.0409 0.0426

智能电表覆盖率 0.0480 0.0318 0.0383

分布式能源发电周边协调程度 0.0570 0.0527 0.0544

政策需求 电动汽车减排量 0.0605 0.0556 0.0576

分布式能源发电减排量 0.0550 0.0588 0.0573

社会需求 用户平均停电次数 0.0470 0.0459 0.0464

公司需求
市场占有率 0.0466 0.0799 0.0666

重要用户比例 0.0471 0.0525 0.0503

由表4可知,权重排名前3的指标分别为售能

收入、净现值、市场占有率,其权重分别为0.0727、

0.0668、0.0666,说明增量配网园区的合作成效一

方面关注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注重市场开拓,提高市

场占有率。从表6还可看出增量配网园区建设对于

政策需求也比较重视,因为分布式能源发电周边协

调程度、电动汽车与分布式能源发电减排量权重都

比较高。

2)各情景动态评价结果。基于指标权重与指标

体系,运用式(13)~(21)计算各情景投资建设阶段

的变化速度状态值、变化速度趋势测度值如图2、3
所示。

由图2、3可知,情景1、2、4的变化速度均大于

0,说明3种情景的评价指标值也即合作模式成效逐

年递增,由此对应各时间段内3种情景下变化速度

趋势值均大于1。而情景3的变化速度状态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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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2018~2019、2019~2020年时间段内

大于0,在时间段2017~2018年时间段内小于0,由

此对应情景3在时间段2016~2017、2018~2019、

2019~2020年内变化速度趋势值大于1,在时间段

2017~2018年内,变化速度趋势值小于1。同时还

可看出情景1的变化速度最快,而情景3的变化速

度最慢。运营阶段的变化速度状态值、变化速度趋

势测度值如图4、5所示。

由图4、5可知,运营阶段的变化速度状态值在

2021~2024年的过程中,情景1的变化速度状态值

最高,然而在2024年后,情景3的变化速度状态值

超过情景1,一直到2035年年底,情景3的变化速

度状态值维持最高状态;情景4的变化速度状态值

一直处于最低状态。运营阶段的变化速度趋势值在

2021~2033年中,情景3的变化趋势值最高,情景1
与情景2相对于情景3较平缓,情景4的变化趋势

值则最低。

3)基于不同评价方法的各阶段结果分析。为了

充分验证该文所提动态综合模糊评估模型的有效性,

设置表5所示的3种场景进行对比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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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场景设置

Table5　Scenesettings

变化速度
不同场景下是否考虑变化速度

Ⅰ Ⅱ Ⅲ

状态值 N Y Y

趋势值 N N Y

根据投资阶段与运营阶段的变化速度状态值及

趋势值,可得不同情景不同阶段下,3种场景的综合

评价值如表6所示。

表6　3种场景综合评价结果

Table6　Comprehensiveevaluationresultsof

threescenarios

情景

投资阶段不同场景

综合评价值

Ⅰ Ⅱ Ⅲ

运营阶段不同场景

综合评价值

Ⅰ Ⅱ Ⅲ

1 8.34 8.43 8.60 15.33 15.94 15.57

2 7.86 7.82 7.78 15.78 16.31 16.13

3 7.26 7.39 7.31 16.27 16.89 17.50

4 7.08 7.28 7.34 15.46 15.23 14.71

不同评价方法对比分析。由表6可知,一方面

不考虑变化速度状态与变化趋势的场景Ⅰ,仅考虑

变化速度状态值评价结果相比,投资阶段两者评价

结果顺序一致,均为情景1>情景2>情景3>情景

4;但是在运营阶段场景Ⅰ与场景Ⅱ的评价结果存在

差异,场景1的评价结果为情景3>情景2>情景4

>情景1,场景Ⅱ的评价结果为情景3>情景2>情

景1>情景4,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场景Ⅱ考虑了增量

配网园区与供电公司合作成效的变化速度,真实地

反应成效水平,所以考虑变化速度状态值的场景Ⅱ

与场景1相比,评价结果更加真实可靠。

另一方面,场景Ⅱ与同时考虑变化速度状态值

和变化速度趋势值的场景Ⅲ相比,无论是投资阶段

还是运营阶段,场景Ⅲ的各情景之间综合评价值的

差距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场景Ⅲ引入了变化趋势速

度,变化趋势速度会针对变化速度情况进行惩罚与

奖励,拉开各个综合评价值之间的差距,所以场景Ⅲ

与场景Ⅱ相比,更能有效地引导增量配网园区与供

电公司合作成效的发展。

投资阶段综合评价结果分析。在投资阶段,3

种场景下评价结果均显示在情景1下,增量配网园

区与属地供电公司的合作成效最高。这是因为增量

配网园区在投资建设阶段需要投资大量的现金流,

仅仅依靠社会资本,一方面难以获得如此巨大的现

金流;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来源不稳定,在增量配网投

资建设过程中无法维持稳定持续的资金流,由此需

要依靠规模大、资金流量大的属地供电公司做保障。

所以投资阶段增量配网园区与供电公司最佳的合作

模式为供电公司控股。

运营阶段综合评价结果分析。在运营阶段,3

种评价结果均显示增量配网园区与供电公司合作成

效最高的是电网公司参股的情景,这是由于电网公

司参股一方面引入社会资本能够加强业务拓展,提

高售能收入以及其他收入,而售能收入所占权重最

高;另一方面供电公司成熟的技术与运维经验引入

增量配网,降低增量配网园区的运营风险,同时兼顾

政策与社会需求,带来最高的合作成效。供电公司

绝对控股虽然能够很好的满足社会需求、政策需求,

但是传统体制不利于效率提升与创新;供电公司不

参股,全部引入社会资本,虽然会激发活力,但是缺

乏供电公司成熟的技术支持,会导致较大的风险。

所以运营阶段增量配网园区与供电公司最佳的合作

模式为供电公司参股。

5　结语

该文为提高增量配网投资运营效率,对增量配

网与供电公司的合作模式展开研究。首先引入显著

性—冗余分析方法进行指标筛选,避免指标对评价

结果影响不显著与指标信息冗余的问题;然后为了

反映增量配网园区与供电公司合作成效的时间发展

变化,构建了增量配网园区动态综合模糊评估模型;

最后设置4种情景进行算例分析,算例分析结果

如下。

1)考虑变化速度和变化趋势的动态综合模糊评

价模型,通过引入动态综合评价系数,能够反映合作

成效的真实水平,提高评价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2)投资阶段增量配网园区与供电公司最好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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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为供电公司控股的合作模式,以此提供稳定

持续的现金流。

3)运营阶段增量配网园区与供电公司最好的合

作模式为供电公司参股的合作模式,即引入社会资

本,提高创新能力;同时充分利用供电公司的成熟技

术,互利共赢,创造最佳的合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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