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市场场化化交交易易规规模模跳跳增增

“2021 年，全年市场化交易电量 3.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2%，占全社会总用电量的 44.6%，是 2015 年市场化交易电量
的近 5 倍。 ”近日举办的“2022 年经济形势与电力发展分析预测
会”上，中电联常务副理事长杨昆表示，2021 年电力体制改革不
断深入，市场体系建设扎实推进，电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进一步体现。

电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长期以来实行“计划定价”，无法
像其他大宗商品一样随行就市。 自 2015 年 3 月 15 日中共中
央、 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5〕9 号）起，我国开启了电力商品化之旅。

7 年间，电力市场在路径依赖与换挡升级碰撞、历史遗留
和新问题的交织中，取得了诸多可喜成绩，也面临一系列艰巨
任务。

随着国家发改委去年 10 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
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下称 “1439 号文”） 落地实
施，电力市场化发展进入质、量并重的新阶段。

“1439 号文建立健全了‘能跌能涨’的市场化电价机制，通
过价格信号进一步提升发电积极性的同时，加强了市场价格及
市场力监控，稳定了市场预期。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董事长张勉
荣在会上指出。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总经理史连军同时指出，从
现货市场来看，现货市场价格先升后降，基本体现了燃煤发电
的成本变化。

伴随着电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电力市场交易规模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增长态势。

“国网经营区内，全部工商业用户进入市场后，市场交易电
量规模大幅增加，各省月度直接交易电量总体规模环比增加超
1200 亿千瓦时。 根据测算，2022 年电力市场化交易占比将从
50%左右提高到 80%左右。 ”史连军在会上说。

张勉荣以南方区域为例介绍，截至 2021 年底，南方区域市
场注册主体同比增长 51.2%。2021 年，南方区域省内市场化交易
电量同比增长 15.2%，占南方区域全社会用电比重 40%，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近 6 个百分点。

新能源市场化交易规模同步快速增长。 相关数据显示，
2021 年， 国网经营区内， 新能源市场化交易电量 2313 亿千瓦
时，较 2020 年提高 4.2 个百分点；南网经营区内，2021 年首次开
展可再生能源消纳量交易，2022 年交易规模创国内历史新高。

经济形势、管理体制、供需格局、气温变化、燃
料成本等无不影响着电力市场。 此前“雷打不动”的
电价，如今要“随行就市”，难度可想而知。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国平指出，当前
电力市场的生产结构、技术基础、控制基础发生了
深刻变化。 “传统电力系统的控制对象是同质化大
容量常规发电机组，可采用集中连续控制模式。 但
新能源单机容量小、数量众多、布点分散、特性差异
化。 同时，电力系统的可控对象从以源为主扩展到
源网荷储各环节，控制规模呈指数级增长。 ”

“牵一发而动全身”，电力市场建设面临诸多新
挑战和新要求。 “统筹考虑当前市场建设实际进展
和呈现出的新特点，下一步市场建设主要面临以下
三方面的挑战，即如何适应供需形势新变化、如何

促进新能源消纳和高水平发展，以及如何保障电力
价格稳定。 ”史连军指出。

在张勉荣看来， 目前市场仍存在体系不完整、
功能不完善、交易规则不统一，以及跨省跨区交易
存在市场壁垒等问题。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下，
不可避免存在整体与局部利益调整的矛盾。 ”

以转型带来的系统成本上升疏导问题为例，陈
国平分析指出， 新能源平价上网不等于平价利用，
除新能源场站本体成本外，新能源利用成本还包括
灵活性电源等投资、 系统调节运行成本等系统成
本。 随着新能源规模快速增长，系统运行成本将显
著增长。“据测算，新能源电量占比超过 10%以后，每
提升 5 个百分点将增加消纳成本 88 分/千瓦时，需
要科学合理疏导相关成本。 ”

如何应对电力市场的挑战， 与会专家各抒
己见。

杨昆认为，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要规范统一电力市场基本交易规则和技术标准。
破除电力交易的地域界限， 推动实现各级电力市
场统一规范运营和有效衔接。 进一步明确绿色电
力市场、绿证市场和碳市场的功能定位，理顺三者
之间的关系，构建目标一致、互相协同的绿色交易
体系等。

史连军进一步建议，要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
市场体系，完善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功能，健全
电力市场交易机制。 “逐步推动各类主体参与市
场。 明确市场准入标准，规范准入流程，积极推动
抽蓄、储能、可调负荷资源、分布式能源、新能源
汽车等灵活性调节资源，以独立主体或聚合商模
式参与市场。 发挥新兴市场主体灵活调节优势，
推动其参与辅助服务市场、调节容量市场和需求
侧响应等。 ”

灵活性资源入市只是第一步， 成本疏导是关
键。 “支撑和调节电源的价值需要在市场中充分体
现。 ”陈国平强调，在完善的政策保障和市场机制
下，煤电等支撑性电源提供容量备用和调节服务产
生的成本需要得到充分补偿，抽蓄、储能等调节电
源需要合理回收投资成本，保障支撑电源可持续发
展，激励调节电源加快建设。

张勉荣以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为例指出，当前电
力市场建设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很多，如统一市场建
设体系、区域利益协调、统一交易业务规范、新能源
参与电力市场、 有效政府和有为政府结合等问题，
以及不同类型电源同台竞价与利益矛盾疏导、省间
与省内各类不平衡资金处理问题等。

“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省间、 省内不平衡资金的
问题，南方区域初步考虑对于跨省区不平衡资金在
送受省区合理分摊或分享，对于省内不平衡资金将
按照‘谁受益、谁分摊’的原则进行疏导。 ”张勉荣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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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暖核一号”
超额完成首个供暖季任务

本报讯 4 月 1 日，国家“十四五”
规划重点工程、山东海阳核能综合利用
示范项目———国家电投 “暖核一号”超
额完成首个供暖季任务，持续安全稳定
供热 143 天， 累计对外供热 200 万吉
焦，覆盖面积近 500 万平方米，惠及海
阳城区 20 万居民。同比核能供热前，节
约原煤消耗 18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33
万吨，同时减少向环境排放热量 150 万
吉焦，2 摄氏度海洋温升面积缩减了 25
公顷，为我国核电基地海洋生态环境建
设，“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贡献
了可复制、 可推广的整县制核能供暖
“国家电投方案”。 （成亚光）

中广核旗下东南亚最大
规模气电项目全面投产

本报讯 3 月 31 日，中国广核集团
（下称“中广核”）马来西亚 EMPP 电厂
全面投产， 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联
合循环燃气发电厂。 该电厂是马来西
亚 2021 年-2039 年半岛发电发展计划
的重点项目， 总装机 224.2 万千瓦，采
用全球最先进高效的燃机技术， 配备
联合循环发电机组， 发电效率超过
60%， 可满足马来西亚半岛约 12%的总
电力需求， 为该国 400万户家庭提供清
洁、稳定电力。 （蔡鹏飞）

9%！大唐信阳 66万千瓦
机组深度调峰刷新纪录

本报讯 近日， 大唐信阳发电 3 号
机组降负荷至9%额定负荷 （6 万千
瓦），并稳定运行 6.5 小时，创下同类型
机组调峰运行的最低记录， 期间调峰
补偿电量每小时近 16 万千瓦时，预计
收益约 80 万元。该公司 3、4 号 66 万千
瓦机组原有设计调峰能力为 40%（26.4
万千瓦），此次深度调峰是在 2021 年日
常调峰深度达到 18 万千瓦、 极限调峰
深度达 15万千瓦，调峰能力位列河南省
网火电机组第一的情况下开展的调整试
验，成为该公司进一步增益创效、稳步提
升发电量的一项实质性突破。 （关嫄）

22002211年年市市场场化化交交易易电电量量占占全全社社会会总总用用电电量量的的 4444..66%%，，为为 22001155年年的的近近 55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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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紫原报道：内蒙古能源
局近日发布《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电力
发展规划》（下称“《规划》”）。 根据《规划》，
到 2025 年，内蒙古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将达到 20%左右， 煤电装机占比
将从 2020 年的 63.4%下降至 49%。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内蒙古
自治区电力装机容量由 2015 年的 1.04 亿
千瓦增长到 1.46 亿千瓦， 发电量由 2015
年的 3920 亿千瓦时增长到 5700 亿千瓦
时，装机和发电量规模均居全国第二。风
电装机达到 3785 万千瓦， 居全国之首。
全区外送电能力达到 7000 万千瓦，居全
国第一。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
比由 2015 年的 30.4%增长到 36.3%。 煤电
装机占比 63.4%，较 2015 年下降 5.8 个百
分点。

《规划》确定了内蒙古“十四五”时期电
力发展主要目标———到 2025 年，全社会用
电量达到 5220 亿千瓦时左右， 年均增长
6%左右。 发电装机总规模约 2.71 亿千瓦，
煤电装机在 1.33 亿千瓦左右，新能源装机
规模达 1.35 亿千瓦以上。 其中，风电装机
8900 万千瓦左右， 光伏发电装机 4500 万
千瓦左右， 光热发电装机 60 万千瓦左右，
生物质发电装机 80 万千瓦左右。抽水蓄能
开工建设 120 万千瓦。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 新能源装机
比重超过 50%， 新能源发电总量占总发电
量比重超过 35%。

《规划》同时明确，建成以中长期交易为
主、现货交易为补充的电力市场模式。形成适
应高比例新能源发展的电价机制。 到 2025
年，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从

2020 年的 35%提升至超过 50%。
《规划》在总结“十三五”时期电力发展

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十三五”期间，全区电
力需求增速超出规划预期， 全社会用电量
实际年均增速达到 8.9%， 高于规划预期
2.4 个百分点。受国家煤电整体宏观调控政
策影响， 内蒙古全区自用煤电项目建设投
产时序受到严格控制。同时，电源布局不均
衡与电网输电瓶颈问题交织， 局部地区电
力时段性、区域性短缺问题突出。

《规划》指出，当前，内蒙古煤电的托底
保供和支撑调节作用还不牢固。 按照蒙西
地区最大用电负荷年均增速 6%测算，预计
到 2025 年蒙西电网最大用电负荷约 4750
万千瓦， 煤电装机规模将达到 5400 万千
瓦。 综合考虑外送、事故备用和机组检修，
以及新能源参与平衡等因素，预计到 2025

年将存在 800 万千瓦左右的电力硬缺口。
《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将加强电

力供应保障能力建设， 立足以煤为主的基
本国情，统筹电力安全保供与转型升级，优
化存量煤电项目，加快在建煤电项目建设，
淘汰落后机组“退而不拆”，“推动煤电地位
转型， 由主体电源转为支撑型和调节型电
源”，到 2025 年，力争完成对 3000 万千瓦
左右煤电机组开展灵活性改造， 并争取国
家规划新增支撑保障型煤电 900 万千瓦。
其中，自用煤电 500 万千瓦、外送煤电 400
万千瓦。

展望 2030 年，《规划》预计，内蒙古自
治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将取得重大进展，
电力工业实现碳达峰， 电源装机规模超过
3 亿千瓦， 风光等可再生能源成为主体电
源，新能源发电总量超过火电。

内蒙古：2025年煤电装机占比降至 49%

成成本本疏疏导导是是关关键键

3 月 28 日， 由中国电建国
际公司与中国电力工程公司联
合中标的尼日利亚最大水电
站———宗格鲁水电站首台机组
正式发电。

该水电站位于尼日利亚尼
日尔州宗格鲁镇卡杜纳河上 ，
总装机容量 700 兆瓦， 多年平
均发电量 26.4 亿千瓦时。 电站
以发电为主 ，兼有防洪 、灌溉 、
供水、养殖、航运等综合利用效
益， 是目前尼日利亚在建最大
水电站 ，也是 “一带一路 ”非洲
区域重要项目。 该工程建设同
时解决了当地超过 4000 人的就
业问题，全面建成发电后，可满
足两座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这
样的城市用电。 图为建设中的
尼日利亚宗格鲁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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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25年电力占终端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9%

本报讯 4 月 1 日，《北京市 “十四
五”时期能源发展规划》（下称“《规划》”）
引发。 《规划》预计，到 2025 年，北京全社
会用电量将从 2020 年的 1140 亿千瓦时
提高到 1400 亿千瓦时左右。 届时，电力
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9%。

《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围绕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 北京市将重点推进电
力系统灵活调节电源建设、 输配电网智
能化升级改造、 提高电力需求侧响应能
力等工作。 预计到 2025 年，本地电力装
机容量将从 2020 年的 1316 万千瓦增至
1533 万千瓦，其中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
重提高到 28%左右。 外受电通道能力将
从 2020 年的 3100 万千瓦增至 4300 万
千瓦， 电网高峰负荷削峰能力达到最高
用电负荷 3%-5%，电力系统综合保障能
力将显著提高。 （仝晓波）

四川：
推动燃煤自备电厂
有序退出

本报讯 3 月 31 日， 四川省发布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意见》 明确， 统筹煤电发展和保供调
峰，严控煤电装机规模，加快现役煤电
机组节能改造升级，推动除热电联产项
目外的燃煤自备电厂有序退出。 《意见》
同时提出，“严控化石能源消费”。 大力
实施“以电代煤”，以及“电动四川”行动
计划，力争石油消费“十五五”时期进入
峰值平台期。 （宗和）

云南：
绿色能源装机
占比逾86%

本报讯 截至 2021 年底， 云南电力
装机突破 1.06 亿千瓦，绿色能源装机占
比超过 86%， 水电蓄能最高达到 312 亿
千瓦时。 2021 年，该省多措并举增加电
煤供应，火电开机最高达 900 万千瓦，存
煤和火电出力均达到近 3 年最好水平。
与此同时，乌东德水电站全部投产，白鹤
滩水电站 7 台机组正式并网运行， 托巴
水电站实现大江截流。此外，云南加快新
能源项目和金沙江下游基地建设， 去年
新开工发电项目达 75 个。 （语谦）

资讯

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