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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3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发布《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
生能源电量监管办法》（以下简
称《监管办法》），以推动新型电
力系统建设，规范电力市场相
关成员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
能源电量行为。根据《监管办
法》要求，新规自4月1日起施
行，由原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于2007年9月1日印发施行的
《电网企业全额收购可再生能
源电量监管办法》（以下简称

“原《办法》”）将在同日废止。

重新修订极有必要

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
发展迅速。

按照国家能源局数据显
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可再
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达
15.16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
机的51.9%，历史性地超过了

火电，其参与电力市场交易量
占比也已突破40%；在新增装
机上，2023年全国可再生能源
新增装机3.05亿千瓦，占全国
新增发电装机的八成以上。

然而，与新能源装机量不
断攀升相对应的，是消纳问题
日益凸显。在“双碳”目标下，
体量庞大、增长迅速的可再生
能源为电网消纳、电力系统成
本带来了不小压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
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
主任陶冶提出，从制度执行实际
情况看，全额保障性收购全面落
实难度持续增加，个别省份在实
际执行中难以达到国家规定的
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且
低于国家有关政策明确的电价
水平收购，特别是“保价不保量”
和“保量不保价”问题时有发生，
不利于保障发电企业合法权
益。另一方面，高比例可再生能
源电力系统下，全额收购可再生
能源使电力系统成本高昂。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目前
由电网企业承担全额保障性收
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的模式，已
难以适应当前可再生能源的发
展形势。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在
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原
《办法》有效规范可再生能源电
量保障收购行为，为推动可再生
能源规模化健康发展，实现清洁
低碳发展目标发挥了重要作
用。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
不断推进和电力市场化改革的
深入开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的宏观环境、行业形势和可再生
能源电量收购方式发生深刻变
化，原《办法》部分条款已难以满
足当前能源行业监管工作实际，
修订《监管办法》十分必要。

多主体将参与电力收购

“《监管办法》明确了电网
将不再承担 100%的收购责
任。”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资联盟

秘书长彭澎告诉记者，《监管办
法》与原《办法》的第一个区别，
就是在文件名称中去掉了“电
网企业”，这就意味着未来收购
任务不再由电网全部承担。

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
2023年上半年，全国电力辅助
服务费用共278亿元，占上网
电费1.9%，较2019年同期130
亿元的费用翻了一番。另据财
新报道，国内不少地区的辅助
服务调峰价格远在可再生能源
平均上网电价之上，0.6—1.0
元/千瓦时的调峰价格并不鲜
见，以此来高价消纳0.3元/千
瓦时左右的新能源，消纳成本
远超新能源自身收益水平，带
来昂贵的系统成本。

“《监管办法》将更多的电
力市场相关成员纳入到收购主
体范围，可以说是改变了之前电
网企业100%收购可再生能源
电量的现状，减轻了电网企业
的压力。”彭澎解释说，修订后
的《监管办法》除电网企业外，
售电企业、电力用户、电力调度
机构、电力交易机构等都会承
担可再生能源电量收购义务。

除了对电力收购主体做了
调整外，《监管办法》还明确了
保障收购范围，细化了电力市
场相关成员的责任分工。

《监管办法》第4条提出，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
量包括保障性收购电量和市场
交易电量。保障性收购电量是
指按照国家可再生能源消纳保
障机制、比重目标等相关规定，
应由电力市场相关成员承担收
购义务的电量。市场交易电量
是指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价格
的电量，由售电企业和电力用
户等电力市场相关成员共同承
担收购责任。

全额入市还需多久

近年来，随着我国可再生
能源发展，全额保障性收购制
度已与现状产生了一定矛盾。

按照国家能源局数据，
2023年新能源市场化交易电
量6845亿千瓦时，占新能源总
发电量的 47.3%。在 2030 年
中国可再生能源全面进入电力
市场的目标下，可再生能源市
场化定价已成为趋势。

新的《监管办法》对价格机
制进行了调整，提出因可再生
能源发电企业原因、电网安全
约束、电网检修、市场报价或者
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可再生能
源电量收购的，对应电量不计
入全额保障性收购范围。

陶冶表示，《监管办法》体
现了可再生能源电量收购价
格，由全部政府定价转变为部
分政府定价，其余部分通过市
场化交易形成价格的重大机制
转变，明确可再生能源发电项
目上网电量中市场化交易电量
价格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

“这其实是改变了以往政
策中可再生能源保障性收购电
量‘保量’‘保价’的描述，转为
与国家可再生能源消纳保障机
制关联。结合此前市场关于电
网公司大概率放开95%消纳红
线的声音，文件实际上弱化了
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因此，
实行新规后，此前单一的政府
定价模式也将转变为政府定
价+市场化交易的模式，最终就
是完全的市场化。”彭澎说。

不过，在具体操作层面，对
于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收
购”比例如何确定、如何分配，
《监管办法》暂未做出明确的规
定。未来如何让监管办法更好
落地实施？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国家能源局将切实组织落
实可再生能源电量全额保障性
收购监管工作，做好对电力市
场成员和社会公众的政策解
读，加强对电力市场相关成员
落实责任情况的监管，充分发
挥监管工作在推动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服务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人民日报报记者 刘书文

去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8502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8.0%；制造业用电量约3965亿
千瓦时，占工业用电量比重超
八成。“三新”行业用电量保持
高位增长，同比增长39.8%，风
能原动设备制造、充换电服务
业、汽车制造用电需求旺盛，用
电增速分别达16.9%、61.6%、
6.5%……这是去年广东省的用
电“成绩单”。

“不少出口企业通过购买
绿电来推进碳减排。”南方电网

广东电网公司市场部营业科高
级经理李传健介绍，“这也成为
提升广东制造业企业国际竞争
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据统计，
去年广东省绿电交易电量达
39.7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60%，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253.2万吨。

除了购买绿电，越来越多
企业还主动参与到负荷管理能
力建设中。“去年一年，我们公
司的交易电量规模达6500万
千瓦时。”深圳蔚来能源有限公
司总经理贾儒说。为更好服务
用户用能管理，广东省能源局

组织广东电网为首批9000多
户协议用户安装了负荷管理装
置，为用户自主优化用能、参与
市场化调节奠定了基础。

发展电力现货交易也是广
东近年来不断探索的方向之
一。去年12月，广东电力现货
市场转入正式运行。截至去年
底，共有7.94万家经营主体进
入广东电力市场，市场电量规
模超过5750亿千瓦时，占当地
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近七成。与
此同时，广东积极采取市场化
手段增购外电，充分发挥闽粤
联网工程作用，与福建省建立

电力电量互送交易机制，实现
了两省间电力余缺互济、应急
互备。

随着电力供应能力持续提
升，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用电
需求得到了进一步保障。去年
广东统调最高负荷再创历史新
高，达到1.45亿千瓦；目标网架
工程全面建成，推进广东省东
西部电力互济能力提升至
1000万千瓦。

针对产业新赛道，当地印
发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
展指导意见、促进新型储能电
站发展若干措施，促进创新试

点全面落地。截至去年底，广
东新型储能电站累计装机规模
突破 160 万千瓦，同比增长
125%。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规
模最大的储能电站佛山宝塘项
目已正式投产，广东省新型储
能创新中心创新实证示范项目
等被列入国家新型储能试点示
范项目。

今年，广东能源系统还将
持续推动骨干电源投产，积极
深化电力市场建设，全面增强
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服务企业
日益增长的绿色用能需求，全
力提升惠民利民水平。

全额收购破解可再生能源消纳难全额收购破解可再生能源消纳难

服务绿电需求服务绿电需求 保障电力供应保障电力供应

去年广东绿电交易电量增长去年广东绿电交易电量增长160160%%

江西新余：
加快建设光伏电站
推进绿色能源发展

3月 22日，江西省新余市渝

水区总装机200兆瓦“光伏+农业”

南安光伏发电站建设现场，工人

忙碌于安装太阳能组件等设备。

近年来，新余市加快农光、渔

光、林光互补模式光伏发电项目

的同时，加大新能源开发利用力

度，有序推进风电开发，因地制宜

推动生物质和城镇生活垃圾发电

发展，构建了环保、低碳、绿色、可

持续发展的新能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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