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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转型目标路径进一步明确——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速
■本报记者  林水静  苏南

    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持续增长。国
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国
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 30.7 亿千瓦，同比增
长 14.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
7.1 亿千瓦，同比增长 51.6%；风电装机容量
约 4.7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9%。新能源电
力的飞速发展，在进一步推动“双碳”目标
实现的同时，也给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等方面带来不少挑战。

近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
数据局发布《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
方案（2024—2027 年）》的通知（以下简称

《行动方案》），提出从切实落实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的总体要求、力求解决近期关键问
题、采用先行先试的工作方法三个方面推
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业内人士一致认为，《行动方案》是国
家层面关于电力系统转型的纲领性文件，
明确了未来几年电力系统转型的目标和路
径，标志着我国电力系统转型进入加速阶
段，为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描绘了宏伟蓝
图，也为广大能源企业指明了前行方向。

 激发新能源产业内生动力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会同
有关单位扎实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在
统筹协调、明确方向、夯实基础等方面开
展了系列工作。针对“双碳”目标实现过
程中电力系统持续发生的结构、形态、特
性变化，组织开展专题研究，发布《新型电
力系统发展蓝皮书》，指导电力行业转型
发展，召开新形势下全国电力系统安全稳
定工作会议，印发《关于新形势下配电网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新能源
消纳工作  保障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等文件，强化稳定管理、打造新型配电

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政策措施。
业内人士认为，《行动方案》的实施，将

促使能源行业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英利
能源董事长尹绪龙向《中国能源报》记者表
示：“《行动方案》提出的 9 项专项行动，为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具体落地抓手，
必将加速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同时 9
项专项行动中有 6 项行动都是针对风光等
新能源项目的利好举措，从电网建设、系统
调节、新能源项目自身建设等内外因多个
角度，力求全面解决新能源项目消纳问题，
为新型能源体系的构建夯实电网基础，实

现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相
辅相成。例如，《行动方案》中的电力系统
稳定保障行动，为风光等新能源的高质量
发展夯实了电网系统稳定的物理基础。大
规模高比例新能源外送攻坚行动，将有效
降低沙戈荒大基地及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
弃光率，大幅提升能源利用率，为加速推动
大基地项目建设奠定坚实基础。配电网高
质量发展行动，智慧化调度体系建设行动，
可实现新能源项目和分布式项目的科学有
效管理，强化分布式资源的整体管控能力，
提升新能源对电网的友好性和支撑能力。”

与此同时，《行动方案》对新能源企业
也是重大利好。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尤明杨向《中国能
源报》记者表示：“《行动方案》的主要目的
之一，是提升电网对清洁能源的接纳、配
置、调控能力，这无疑将进一步打开新能源
发展空间，提高新能源消纳水平，进而改善
新能源项目投资收益情况。但利好的同时
也意味着挑战，其对新能源的并网要求、主
动支撑调节能力将会更加严格，对企业的
出力预测、运行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短
期来看可能是压力，但从中长期来看，这将

成为企业和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以“小切口”解决“大问题” 

《行动方案》指出，要聚焦近期新型电
力系统建设亟待突破的关键领域，选取典
型性、代表性的方向开展探索，以小切口”
解决“大问题”，提升电网对清洁能源的接
纳、配置、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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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
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作为电力市场化交易的先行区之
一，江苏持续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推动
市场机制日益健全，发展蹄疾步稳。

1-6 月份，江苏省直接交易成交电量
4135 亿千瓦时，同比去年增加 15.72%……
这是今年上半年江苏电力市场交出的亮
丽成绩单。

如今，江苏电力市场建设快速推进，各
类经营主体加速培育，交易品种逐步增加，
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显著激发，已
成为全国交易规模最大的省级电力市场。

交易规模持续扩大

改革红利不断释放

5 月 24 日，江苏电力交易中心完成了
今年第五次月度集中竞价直接交易。此
次交易共成交电量 54.67 亿千瓦时，创下年
度新高。

“这样的景象在十年前是不敢想象
的 。 江 苏 省 电 力 直 接 交 易 试 点 工 作 从
2012 年才开始起步，当时仅有 8 家电力用
户与 8 家发电企业参与，规模较小。”江苏
电力交易中心交易部主任李雪松回忆说。
当年 5 月，扬州大洋船厂与国信扬州电厂
等 8 对企业和电厂签订了电力直接交易合
同，直接交易电量为 13.16 亿千瓦时，仅占
该省全年用电总量的 0.31%。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 进 一 步 深 化 电 力 体 制 改 革 的 若 干 意

见》，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拉开序幕。为
全面支撑市场化 交 易 业务发展，迫切需
要一个依法合规的平台，一套科学完备的
制度。

在这一背景下，江苏电力交易中心于
2016 年 4 月正式挂牌成立，江苏电力市场
化改革由此迈上新台阶。

5 个月后的 9 月 13 日，江苏首次电力
集中竞价直接交易成功开展，实际成交 50
亿千瓦时，达成交易合同 71 笔，成交规模
创下当时平台集中交易、边际出清方式的
全国之最。

“以往，双边协商的电力交易方式就
像市场买菜，面对面砍价，最终的成交价
格没有参考。这次电力交易，我们公司申
购了 5300 万度电量，最终全部交易，一下
子省了 114 万元。”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行政管理中心总经理殷琦回忆当时
的交易场景时说道。

此后数年，江苏在电力市场化建设之
路上继续探索。

“2017 年，江苏首开月度开市机制；
2018 年，售电侧市场全面放开；2019 年，参
与交易主体范围和类型扩大到所有 10 千
伏及以上工业及一般工商业用户；2020
年，在全国率先全面放开 10 千伏及以上电
力用户参与市场交易……”江苏电力交易
中心市场部副主任王阳对江苏电力市场
化改革的进程如数家珍。

如今，江苏已形成双边协商、集中竞
价、挂牌交易等多种交易模式，实现年度、
月度和月内交易的全周期覆盖，构建起了
涵盖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的电力市场

交易体系。
数据显示，江苏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

由 2014 年的 65.4 亿千瓦时增加到 2023 年
的 4408 亿千瓦时，占全省全社会用电量
比重由 1.3% 增至 56.27%。2023 年省内直
接交易、跨区跨省交易量分别达 4408 亿
千瓦时、1747 亿千瓦时，分别是 6 年前的 3
倍、4 倍。参与电力交易的用户从最初的
251 家发展到现在的 12 万家，市场活跃度
极大提升。

随着电力市场建设的扩围和加速，降
低电力用户购电成本、有效释放改革红利、
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这些目标已在江
苏逐一实现。

统计表明，近年来，通过市场化交易，
江苏已累计降低各类企业用电成本超过
282 亿元，对江苏经济稳增长、调结构起到
了积极作用。

能源转型成效显著

绿电消费渐成时尚

3 月 21 日，全国首个地市级“绿电绿证
服务站”在江苏无锡高新区揭牌，为支持当
地企业绿色发展，促进节能减排发挥着重要
作用。

早在 2005 年，江苏就在全国率先组织
开展了发电权交易，推动大容量、低能耗
燃煤机组替代小容量、高能耗燃煤机组发
电，在提升发电综合效益的同时，推进节
能减排。2008 年，原江苏电监办在南京召
开现场会议，推广江苏发电权交易的经
验。此后，江苏持续推进发电权交易，交
易范围也不再局限于省内，该交易模式被

作为“江苏实践”在全国推广。统计显示，
2013 年至 2023 年，江苏共组织完成省内发
电权交易电量达 1989.1 亿千瓦时。经折
算，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约 995万吨。

“市场化手段能够有效调动起送受端
省区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有力促进江苏充
分消纳省外可再生能源，推动江苏节能减
排和绿色低碳发展。”李雪松说。

“双碳”目标提出之后，为了以市场化
手段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2021 年 9 月我国启动绿色电
力交易试点，江苏作为首批试点地区，绿
电交易持续升温。

数据显示，江苏省绿电交易电量从
2021 年的 13.69 亿千瓦时增至去年的 52 亿
千瓦时，翻了近两番。今年以来，江苏绿
电交易延续了去年增势，前 5 个月绿电交
易量达到 93.81 亿千瓦时，已全面超过去年
全年，且继续保持在高位运行，绿电交易
整体规模持续扩大，累计相当于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量逾 717.83万吨。

同时，参与绿电交易的市场主体数量
也从最初的 20 多家扩大到 2329 家，增长超
116 倍，涉及能源化工、电子信息、食品餐
饮、节能环保等多个行业。

“以往，为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央
企国企是开展绿电交易的主要力量，现
在，受国外产业链要求和‘碳关税’逼近的
影响，外向型企业正逐步成为绿电交易的
主体。”李雪松介绍。

位于江苏无锡市新吴区的无锡普洛菲
斯电子有限公司是法国施耐德电气旗下的
核心工厂，其生产的触摸屏等电子产品约

80% 用于出口。2023 年，该公司将绿色低
碳管理全面融入企业发展，购买了 1236 万
千瓦时绿电，实现了100%使用绿电。

“海外客户很看重企业生产的绿色低
碳水平。对于我们这种跨国企业来说，购
买绿电有利于提升海外竞争力。”无锡普
洛菲斯电子有限公司能源管理中压战略
市场部经理郑自明介绍。此外，该企业还
对外承诺，到 2030 年在公司运营层面实现
净零碳排放。

为服务企业绿电消费需求，去年，江
苏电力交易中心在绿电月度常态交易的
基础上，首开月度省间绿电交易，开拓绿
电增量资源。根据预测，今年江苏绿电交
易规模有望突破 120 亿千瓦时，较去年增
长 2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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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意义重大，是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载体、是长远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是应对好电力转型挑战的有效举措。国家有
关主管部门联合发布的《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2024—2027年）》提出9项专项行动，以统筹推进、协同配合，推动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速。本报
特推出专栏，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的政策落实、行动落地、市场趋势及技术发展，记录携手奔赴更加清洁低碳可持续未来征程中的新进展、新作为、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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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由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 6 座梯级水电站沿长江干流自上而下排列构成，总装机容量 7169.5 万千瓦，全部 110 台机组今年首次全开
运行，助力迎峰度夏。图为湖北宜昌三峡电站外送输电线路。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