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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间电力现货市场转入正式运行已有月余省间电力现货市场转入正式运行已有月余

多地突破交易壁垒多地突破交易壁垒        交出亮眼成绩单交出亮眼成绩单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省间电力现货市场自 10
月 15 日转入正式运行至今，已
有月余。不少业内人士表示，
省间电力现货市场的全面运行
不仅可以更好助力迎战即将到
来的冬季全国用电高峰，也可
以让处于风口浪尖的新能源消
纳难题得到缓解。

跨省交易更有保障

我国能源资源与负荷中心
逆向分布的格局，决定了必须
充分发挥省间电力市场交易流
通作用，实现电力资源的大范
围余缺互济。

省间电力交易也称跨省跨
区电力交易，是指在不同的省
份之间进行的电力交易活动。

“在开展省间现货交易探索前，
省间电力交易主要围绕中长期
市场开展年度、月度交易，且通
常按照单一输电通道进行交易
组织。”胡杨新能创始人卢洋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说，省间电力现货交易市场是

在省间电力中长期市场交易基

础上开展的省间日前或日内的

电力交易。

“省间电力现货市场是全

国统一电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充分体现了电力资源的时

空价值。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

可以根据市场供需以及价格变

动，按交易规则自由买卖电力，

从而实现不同省份之间的电力

互济和优化配置。”一位业内人

士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空间维度上，省间与

省内市场有效衔接、协同运行，

有力促进省间电力互济、电力

保供和清洁能源消纳；在时间

维度上，省间现货与中长期市
场相辅相成，充分发挥价格引
导作用，实现电力资源经济高
效配置。

在国网能源研究院企业战
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唐程辉看
来，在省间中长期交易基础上，
省间电力现货市场动态反映市
场供需形势及一次能源价格变
化趋势，充分体现电力资源的
时空价值。

“省间电力现货市场促进
电力资源在省际之间的灵活高
效流动，突破各省交易壁垒，解
决跨省调度的难题。”清华大学
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长
聘副教授钟海旺说。

破解部分新能源
消纳难题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装机
量实现了大幅度增长，伴随着
大规模并网而来的消纳矛盾
——弃风弃光始终难以被彻底
解决。

作为我国新能源最为丰富
的西北五省区（陕西省、甘肃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能
源转型的主力军。数据显示，
截至 2023 年底，西北五省区全网
总发电装机量为4.3亿千瓦，其中
新能源装机就达到2.23亿千瓦，
占比达到51%。另据数据，2024
年，西北五省区的非水电消纳责
任权重分别为20.50%、27.50%、
30.00%、30.00%、13.50%，大多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新能源特性与外送
需求之间的矛盾，始终是达成
跨省跨区新能源交易的阻碍。

多位从业者认为，新能源
随机性、波动性强导致难以准

确预测其发电能力，在省间中
长期交易刚性执行要求下，新
能源波动偏差主要依靠省内灵
活性资源调节。新能源电站参
与市场化交易面临较大的偏差
结算及考核风险，收益空间小，
惜售现象严重。

“以往出现过西北新能源
大省完成不了配额，年底被迫
从‘对侧’买回来，这和新能源
的‘流向’不一致。”一位业内人
士说。

省间电力交易制度的进一
步完善能否让处于风口浪尖的
新能源消纳问题得以缓解？受
访专家均表示，值得期待。

“通过完善新能源参与电
力市场交易机制，缩短交易周
期，增加交易频次，提升交易灵
活性，将有助于促进新能源的
市场化消纳。”卢洋说。

中电联规划发展部副主任
韩放表示，省间电力现货市场
充分考虑新能源发电特性，通
过省间日前、日内电能量交易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分日、
分时等尺度的多维价格信号，
动态反映市场供需形势及一次
能源价格变化趋势，激励经营
主体优化用电行为。同时，创
新设计灵活的购售电交易角色
转换机制，省间购售经营主体
根据供需变化，灵活调整交易
方式，能够更好地适应新能源
消纳特性。

国 家 电 网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截至今年 9 月底，省间电力
市场交易主体超过 6000 个，涵
盖多类型发电主体，累计交易
电量超过 880 亿千瓦时，其中
清洁能源电量占比超 44%。

“这就充分体现了省间电

力现货市场在省间电力余缺互
济和促进新能源消纳方面的重

要作用，也彰显其在推动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中的重要意义。”
钟海旺说。

各地交出电力市场
交易成绩单

已过满月的省间电力现货
市场的成绩如何？各地纷纷交
出亮眼成绩单。

作为我国目前新能源装机
占比最高的省份，11 月 14 日
24 时，青海电力现货市场圆满
完成首次结算试运行。在为期
10 天的调电结算试运行期间，
青海电力市场运行平稳，出清
价格合理，均能按照现货出清
结果安排生产运营。据了解，
本次结算试运行采用“中长期
合约作为结算依据管理市场风
险、现货市场全电量集中竞价”
交易模式，青海地区 8 台主力
燃煤火电机组、353 座新能源
场站通过“报量报价”集中竞价
实时分配发电电力，用户侧通
过接受现货市场价格传导的方
式参与电力现货结算，发电收
益或用电费用按照现货市场价
格结算。

11 月 20 日，新疆电力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发布消息，随着
今年 12 月的月度交易正式出
清，新疆电力中长期交易累计
成交电量达到 8027 亿千瓦时，
突破 8000 亿千瓦时大关，占新
疆电网总售电量的 73.5%，为
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 3.6 倍。
其中，省间绿电交易规模 32.22
亿千瓦时，疆内绿电交易规模
20.76 亿千瓦时，均创新高。在
外送市场，国网新疆电力建立

“政府间协议+市场化组合”外
送交易机制，创新开展疆内新
能源替代配套火电交易，首次

推动以绿电交易方式落实政府
间援疆协议，发挥能源大基地
优势，用足通道“能送尽送”。
利用不同省份负荷特性、资源
禀赋差异，扩大送电规模，采用
长短周期相结合的方式深挖送
电潜力，2024 年首次实现“绿
电进京”“绿电进闽”，新疆新能
源消纳范围扩至全国 21 个省
份，最大程度消纳新能源。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国家重
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在推
动绿色能源经济转型升级的浪
潮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中国
城市报记者了解到，内蒙古电
力集团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
公司携手合作，开展跨省跨区
新能源中长期外送电交易，蒙
西电网向江苏电网成功售出了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30 日后夜
时段（0:00—5:00）的新能源
电力，最大送出电力达到了 60
万 千 瓦 ，总 计 交 易 电 量 高 达
2302 万千瓦时。除了江苏市
场外，北京、天津、山东、杭州等
省份都成为内蒙古的绿电市
场，“温暖千座城、点亮万家灯”
的内蒙古绿电点亮了多个城市
的绿色未来。

除 了 新 能 源 资 源 丰 富 的
“老玩家”外，虚拟电厂也成为
省间电力现货市场助力消纳新
能源的渠道之一。

今年“十一”期间，华中省
间调峰辅助 服 务 市 场 连 续 开
市 ，湖 北 省 内 虚 拟 电 厂 积 极
响应，引导辖区内的冶金、水
泥、铁塔、充电站等用户调整
生产时段，开展移峰填谷，为
消纳湖南富余新能源腾挪空
间，实现了华中区域内虚拟电
厂调峰资源的首次跨省调用。
在 10 月 1 日至 3 日的夜间低
谷时段，湖北省内虚拟电厂最
大填谷 19.5 万千瓦，日最大调
节时长 6 小时，累计帮助湖南
电 网 消 纳 新 能 源 超 314 万 千
瓦时。

未来，电力现货市场如何
在省内和省间完成融合？业内
人士认为，还需要构建与省内
交易品种协同的交易体系，设
计在时序上与各省交易品种协
同的省间交易品种，两级市场
的交易品种交替开市，实现不
同市场之间的均衡。

“电力市场改革的红利将
逐步释放。对于发电企业来
说，市场化改革意味着更多的
交易机会和竞争压力，需要它
们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对于
用户来说，将有更多的选择权
和议价空间，将为储能等新型
市场主体提供更多的商业机
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
副理事长杨昆说。

宁夏银川：
“绿电小镇”产业兴旺

11月 21日，俯瞰位于贺兰山东麓

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

镇原隆村，整洁的民居和屋顶分布式光

伏、集养殖和种植于一体的光伏产业园

区遥相呼应，展现出一幅生态与能源和

谐共生的绿色画卷。

近年来，闽宁镇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全力打造西北首个“绿电小镇”示范

区，通过建设绿色能源、绿色电网、绿色

产业三方面30项重点工程项目，计划

年底前实现24小时绿电供应目标。

中新社发 袁宏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