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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率先明确新能源入市时间表山东省率先明确新能源入市时间表

全国电力市场持续以全国电力市场持续以““新新””探探““绿绿””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近日，山东省政府印发《关
于健全完善新能源消纳体系机
制促进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措施》（以下简称《措施》），要求
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稳步推
动新能源入市，完善电力现货
市场建设，分类、逐步提高新能
源市场化交易比例。

《措施》具体提出，2025年
到2026年，新增风电项目可自
主选择全电量或 30%发电量
参与电力市场，新增光伏发电
项目可自主选择全电量或15%
发电量参与电力市场；2030年
起，新增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实
现全面入市。

据此，山东省成为全国首
个明确新能源入市时间表以及
短期入市比例的省份，实施过
程中还将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变
化优化调整。中国城市报记者
获悉，国家层面的新能源入市
政策正在制定过程中，有望在
不久后面世，届时电力市场及
企业发展路线将进一步明晰。

新能源入市成为必然趋势

随着我国“双碳”进程持续
深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逐步
推进，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
的新能源发电逐步成为未来电
力系统的主体电源。让新能源
参与电力市场，是促进消纳和
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有力手段。

日前召开的 2025 年全国
能源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构
建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体
制机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
力市场，纵深推进能源改革和
法治建设。

为什么山东省能够率先颁
布新能源电力入市政策？

据了解，山东省是新能源
装机大省，也是中国光伏第一
大省，分布式光伏占比尤其高。
今年10月，山东省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
瓦，占总装机比重46.9%，首次
超过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

同时，山东也是我国首批8
个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省份
之一。今年6月，山东电力现
货市场转入正式运行，是目前
省内电力现货市场“转正”的4
个省份之一。10月15日，我国
省间电力现货市场转入正式运
行，电力现货市场发展再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山东
省在新能源电力入市方面有一
定优势，但实际上，由于新能源
高比例入市加剧了现货市场电
价波动，负电价已然成为山东
电力现货市场近年来结算试运
行中的“常客”。这意味着发电
企业不仅不能靠卖电挣钱，而
且每发1千瓦时电还需要向购
电方支付费用，以卖出电力。

电力作为一种需要实时平
衡的特殊资源或商品，经历了
从强计划供给到逐步市场化的
过程。一位光伏电站工作人员
向中国城市报记者透露，由于
之前山东省有电量和电价保障
政策兜底，现货交易对光伏企
业并未产生较大冲击。不过，
随着新能源快速发展和发电量
的不断提升，电网消纳容量告
急，传统保障性兜底政策很难
适应市场需求。因此建设电力
市场，根据真实供需情况给予
价格引导，推动新能源电力入
市成为必然趋势。

电力市场建设快速推进

11月29日，在国家能源局
的统筹组织下，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发布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发展规划
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
首次明确了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即
2025年初步建成、2029年全面
建成、2035年完善提升的规划
目标。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蓝皮书》的规划目标相较于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中的新能源全
面入市时间有所提前。此前，
《指导意见》要求，到2030年，
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交易，市
场主体平等竞争、自主选择，电
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进一
步优化配置。而《蓝皮书》则将
进程时间表提前到2029年，这
或许意味着相关基础条件已更
加成熟和健全。

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黄学
农表示，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应
坚持安全可靠、市场导向、守正
创新、系统协调的基本原则，按
照《蓝皮书》指出的3个发展阶
段目标，分步骤、分阶段推进。
近中期需完成构建多层次统一
电力市场架构、功能完备和品
种齐全的市场体系、适应绿色
低碳转型的市场机制、系统安
全充裕灵活互动的市场机制、
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运营
机制等8项重点任务。

据悉，自新一轮电力体制
改革以来，中国电力市场化建
设快速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电
力市场顶层设计政策文件相继
出台；《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
则》等文件陆续印发实施，逐步
构建起全国统一电力市场“1+
N”基础规则体系，为全国统一
电力市场提供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管
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架
构，基本建成“统一市场、协同

运作”的电力市场总体框架。
空间上，覆盖省间、省内交易；
时间上，覆盖多年、年度、月度、
月内以及日前、日内现货交易；
交易标的上，覆盖电能量、辅助
服务等交易品种。

从电力市场交易情况看，
2023 年，全国市场交易电量
5.67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
电量比重为61.4%。市场促进
电力资源更大范围优化配置的
作用不断增强。截至2023年
底，全国电力市场累计注册经
营主体 74.3 万家，同比增长
23.9%，电力市场活跃度进一步
提高。

近年来，新能源入市节奏
加快。2023年，全国新能源市
场化交易电量达6845亿千瓦
时 ，占 全 部 新 能 源 发 电 的
47.3%。部分大型发电企业新
能源参与市场比例已超过
50%。绿电、绿证交易规模不
断扩大，2024年上半年，全国
绿电交易电量达到1519.3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233%，交易绿
证1.6亿个。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监事
长潘跃龙表示，进一步完善的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具备几方面
特征：一是多层次市场全面融
合，市场环境更加公平、更有活
力；二是形成功能完备、品种齐
全的功能矩阵，基本形成完备
的交易品种体系，品种设置更
加适应电力市场多元目标，体
现电力商品多元价值；三是实
现各类主体全面参与电力市
场，形成源网荷储各类主体协
同互动、自由竞争的市场格局；
四是新能源常态化参与电力市
场机制更加健全；五是形成适
应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电价机
制，由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进
一步完备，充分发挥市场价格
信号对于电力发展、规划、投资

和消费的引导作用。

稳妥推进不同类型
新能源项目全面入市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委
书记、常务副理事长杨昆表示，
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比重的快速
提升，加上一次能源价格的波
动、用电负荷的增长以及极端
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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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研究院方面表示，新
能源在入市过程中，主要面临
两大痛点：一是新能源自身收
益不确定性增加或影响投资积
极性，现行市场机制下新能源
上网电价波动下行已渐成趋
势，而持续升高的系统成本加
大了新能源电站成本分摊压
力；二是新能源入市过程可能
会对其他市场主体造成冲击，
原主力电源煤电和新能源并网
消纳问题日益严重的电网市场
首当其冲。

以煤电为例，从装机量看，
截至 2024 年 6 月底，我国风
电、光伏累计装机量已达11.8
亿千瓦，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
首次超过煤电。然而，从发电
量看，2023年新能源发电量约
1.47万亿千瓦时，仅为煤电发
电量的27.3%。这表明新能源
替代煤电成为新的主力电源仍
有较长的路要走。

近年来，煤电更多承担了
调峰任务，以弥补新能源带来
的波动性，部分地区需要频繁
启停机，导致煤电成本升高。
在电量缩减和成本升高的双重
压力下，煤电面临较大的经济
压力与效率损失。

有序引导新能源全面入市
是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
目标。在新能源入市过程中，
阶段性的阵痛也许无法避免，
关键是要准确识别痛点并对症
下药。

中金研究院方面建议，要
稳妥有序推进不同类型新能源
项目全面入市，同时，完善适应
高比例新能源参与的电力市场
机制。在具体落地过程中，需
要政府、企业及其他市场机构
协同发力，金融机构亦可以发
挥重要作用。政府端需加强政
策引导，增强新能源投资信心；
市场端需加快构建适应高比例
新能源参与的市场交易机制；
企业端需练好内功，建立适用
于市场环境下的经营模式；金
融机构需创新电力金融衍生
品，为新能源入市提供丰富有
效的避险工具。

河南洛阳：
新能源电池材料生产忙

12月25日，在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

区的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工

人正赶制锂电池用铝合金箔材。随着新能

源电池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对电池铝箔

的需求量持续增加，“洛阳造”新能源电池

材料走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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