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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可再生
能源跃升式发展，装机规模占
比过半，我国电力系统运行和
电力市场运营正发生深刻变
化，对电力体制改革提出更高
要求。12月 5日，国家能源局
印发《关于支持电力领域新型
经营主体创新发展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
出要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在
提高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促进
可再生能源消纳、保障电力安
全供应等方面的作用，鼓励新
模式、新业态创新发展，培育能
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

传统电力公司
不再是唯一主角

所谓新型经营主体，是
指具备一定电力调节能力、
采用新技术和新运营模式的
企业。近年来，电力领域不
断涌现出各类与传统发供用
电形式不同的新型经营主
体，这些新型经营主体灵活
调节能力强，是新型电力系
统的新生力量。

“目前，业内把能在配电环
节发挥作用的主体主要分为单
一技术类新型经营主体和资源
聚合类新型经营主体两类。大
家常说的分布式光伏、分散式
风电、储能等新能源资源属于
单一技术类新型经营主体；而
像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这样
通过聚合、调度多种资源来实
现灵活调节的创新模式属于
资源聚合类新型经营主体。”胡
杨新能创始人卢洋告诉记者，
单一技术资源在灵活性和调节
能力上具备一定优势，资源聚
合类新型经营主体则是通过智
能化、数字化手段，聚合多个小
规模电源和可调负荷，进行集
中调度，参与系统运行和市场
交易。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新型
经营主体的兴起，电力市场将
不再是传统公司“一家独大”的
格局。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创新
模式和灵活调度，打破市场壁
垒，成为传统电力公司的竞争
对手。

“新型经营主体存在体量
小等特征，其参与市场面临多
方面制约，无法与传统的经营
主体享有平等的市场地位，同
时在一些场景下也没有承担与

传统的经营主体一致的社会责
任，如分布式光伏。”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
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室副主
任韩雪表示，《指导意见》明确
了新型经营主体的市场地位，
一方面有助于统一行业认识，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构建权责
对等、资源充分利用的电力市
场环境。

“这两类主体的出现，意味
着电力系统将变得更加灵活、
智能和高效，传统的大电力公
司将不再是市场唯一主角。”卢
洋说。

“平等的市场地位”
让电力市场交易多元化

数据显示，截至 10月底，
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31.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4.5%。其
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7.9
亿千瓦，同比增长48%；风电装
机容量约4.9亿千瓦，同比增长
20.3%。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预计，2024年并网风电和太阳
能发电合计新增装机规模达3
亿千瓦左右，累计装机占比将
首次超过40%。

“电网消纳能力相对滞后，
成为限制风电光伏发展的突出
问题。《指导意见》旨在减缓电
网的压力，确保电力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厦门大学中国能源
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

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能
源市场化改革，积极构建公平
开放、有效竞争的能源市场，持
续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稳定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民
营企业也积极加入，成为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

《指导意见》明确新型经营
主体与其他经营主体享有平等
的市场地位，鼓励资源聚合类
新型经营主体整合调节容量小
的资源，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实
现协同调度。

有业内人士认为，“平等的
市场地位”既可以看作是对过
去身份上的“解锁”，是要消除
体制方面的“歧视”；也可以看
作是“加压”，在市场机制的大
环境下，去实现优胜劣汰。

“过去这些小规模的资源
难以直接参与市场，而现在它
们通过‘聚合’可以发挥更大作
用，这对提升电网稳定性、优化
资源配置都具有积极意义。”一
位业内人士说。

“平等参与电力市场，对于
新型电力经营主体来说，将有
机会在电力市场上占有一席之
地。《指导意见》明确表示，这些
新兴主体可以与传统电力公司
平等竞争，按市场规则分担费
用，比如偏差结算、不平衡资金
等。”卢洋说。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市场
注册方面，《指导意见》要求各
地电力交易机构为新型经营主
体设置注册类别，不得增设注
册门槛，同时为简化注册流程，
便利新型经营主体办理市场注
册手续，鼓励资源聚合类新型
经营主体及其被聚合资源集中
办理注册手续。

交易机制方面，《指导意

见》针对新型经营主体特点，提
出要提升电力中长期交易的
灵活性，有序扩大现货市场范
围，完善辅助服务市场，提高
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考虑新型经营主体主要接入
配电网，为释放更准确的节点
价格信号，更大程度激励新型
经营主体响应市场价格参与
系统调节，提出要探索电力现
货市场出清节点向更低电压
等级延伸，推动电力市场价格
信号以适当方式向社会披露，
以更好引导新型经营主体投
资建设。

计量结算方面，《指导意
见》要求运营机构按照新型经
营主体参与的交易类型（电能
量或辅助服务）做好结算服务，
同时为保障结算资金安全，资
源聚合类新型经营主体暂由电
网企业清分结算到户。

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如
今，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创新模
式和灵活调度，正在打破市场
的壁垒，尤其是在分布式电
源、储能、虚拟电厂等领域的
创新，将成为传统电力公司的
竞争对手。

对于新型经营主体而言，
《指导意见》的出台无疑是一个
强有力的支持。虚拟电厂、智
能微电网等创新模式将迎来更
多应用场景，甚至可能成为电
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指导意见》提出，鼓励虚
拟电厂聚合分布式光伏、分散

式风电、新型储能、可调节负荷
等资源，为电力系统提供灵活
调节能力。支持具备条件的工
业企业、工业园区等开展智能
微电网建设，提高新能源就地
消纳水平。

“智能微电网是以新能源
为主要电源、具备一定智能调
节和自平衡能力、可独立运行
也可与大电网联网运行的小型
发配用电系统。也就是说这种
系统在与大电网断开连接时，
依然能够独立运行。”卢洋说，
这种系统在提高企业绿电使
用、降低对传统电网的依赖方
面，有着极大的潜力。

然而，在一系列新主体的
加入下，电网企业将面临技术
升级和服务优化的双重压力。
电网企业如何能够更好、更快
地适应市场和技术的变化？

“电网不仅要管理传统的
发电资源，还要与新型经营主
体合作确保分布式电源、虚拟
电厂等能够无缝接入电网，参
与市场交易。这要求电网企业
提升技术服务水平，建立更加
高效的接入、调度和监管机
制。”上述业内人士表示，未来，
电网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
服务能力提升，在新型电力系
统中推动智能电网、分布式能
源等新技术的发展，拓展更多
市场业务。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也
表示，下一步将做好《指导意
见》的宣传解读工作，指导各地
有关部门、能源监管机构配套
制定细化政策措施，保障新型
经营主体创新发展。

电力领域迎来电力领域迎来““新玩家新玩家””

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电力市场获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电力市场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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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江西泰和：
“西电东送“架线作业忙

近日，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

镇南圳村，电力工人正在高空架线作

业，助力“西电东送”。近年来，江西泰

和县积极推进国家“西电东送”项目建

设，保障西部水电消纳，助力中部地区

绿色发展。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