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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电用户等市场主体来说，参与市
场化交易还是个新鲜事，大家都不熟悉。”北
京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处副处长汤洪海告诉记
者，原来电力交易都以落实国家计划为主，执
行目录电价。成立交易中心后，服务的市场
主体迅速增加，交易环节也更为复杂。

从 1 张到 702 张结算单的变化

“原来一笔交易就一个电价，出 1 张结
算单，如今仅在银东直流的一次跨区交易
中就产生了 702 张结算单。”虽然成立北京
电力交易中心后，工作人员从原来国家电
网的一个部门 10 余个员工增加到 30 多
人，但是由于工作量成几何级数增长，熬夜
和加班反而成了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结算处
处长李增彬和同事们的家常便饭。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作为电力市场的运
营主体，主要负责跨区跨省电力市场的建设
和运营，负责落实国家计划、地方政府间协
议，开展市场化跨区跨省交易，促进清洁能
源大范围消纳。虽然交易中心的成立，意味
着新电改多了一块“阵地”，员工大多来自电
力相关专业，工作经验丰富，但是电力市场
化交易的经验还需不断探索与积累。

在很多人看来，新成立的北京、广州两
个电力交易中心的作用相当于上交所和深
交所。对此，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副主任胡
卫东强调说：“电力交易相对股票交易来说
有其特殊性，除了交易，还要考虑电网的安
全、调度等，我们还在探索之中。”

以交易中心组建后开展的首次市场化
跨区跨省交易为例，山东 30 家电力用户和
西北地区 824 家发电企业，通过银东直流
开展直接交易，交易先后经历了公告发布、
交易申报、无约束出清、安全校核、结果发
布 5 个环节，相隔数千里的近千家市场主
体在一天内达成交易电量 90 亿千瓦时。
其中，通过双边协商交易达成 40 亿千瓦
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达成 50 亿千瓦时。
这也是我国电力用户首次大规模通过跨区
输电通道与发电企业达成的直接交易。

“进行电力交易必须要有平台和场所，
否则电力市场化改革很难落地。对于电力
用户和发电企业来说，交易中心提供自由
交易的平台，对于盘活社会资本，促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有推动作用。”国网能源研究
院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马莉说。

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成立以后，国家电
网公司积极探索改革实施路径，经营区域内
24家省级公司在地方政府指导下成立省级
电力交易中心，基本完成交易机构组建。今
年上半年，两级交易平台共组织市场化交易
电量4822亿千瓦时，其中，大用户直接交易
39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过 2倍，节约用
户购电成本 184 亿元。这充分体现了国家
电网公司积极支持改革、拥护改革的态度。

企业用电成本大幅降低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北京电力交易中
心成立时间不长，但是通过摸索仍然取得
了不俗的成绩，在增强跨区跨省送电、扩大
市场化交易规模、促进清洁能源消纳方面
都有一定突破。

“企业积极性非常高，尤其是发电企
业，碰上大的交易，咨询电话都接不过来。”
胡卫东告诉记者，现在所有跨区交易均在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平台组织完成，直接面
向发电企业，使得各类交易组织规范、高
效，交易过程也更加透明，交易结果市场执
行力进一步增强。目前在诸多利好下，平
台已吸引约 2000家发电企业参与交易。

胡卫东介绍：“4 月底，在北京电力交
易中心交易平台组织开展的汛期西南水电
外送集中交易，首次实现了‘藏电进京’。
达成交易电量 244 亿千瓦时。四川 232
家、西藏 3 家水电企业参与交易有效减少

了西南地区弃水。”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京电力交易中

心共组织跨区跨省送电 2460 亿千瓦时。
其中，落实国家计划跨区跨省送电 2102 亿
千瓦时，以组织大水电基地的电能外送为
主。组织开展各类跨区跨省市场化交易
25 笔，成交电量 358 亿千瓦时，其中清洁
能源 271 亿千瓦时，占比超过 75%，促进了
清洁能源更大范围消纳。

“作为用电企业，当然最关心的还是价
格，通过电力交易中心这个平台，企业在市
场化交易中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参
与银东直流跨区电力用户直接交易的一家
山东企业负责人感叹说。

数据显示，通过银东直流交易，山东电
力用户购电价格平均降低约 0.065 元/千
瓦时，共降低购电成本 5.4 亿元。可减少
山东当地燃煤机组排放二氧化碳 696 万
吨、二氧化硫 20万吨。

记者翻看交易信息发现，对于发电企
业，同样是一大利好，在银东直流交易中，
西北地区中标发电企业利用小时数可提高
100 小时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参与交易
的发电企业中多达 482 家太阳能发电企业
和 272 家风电企业，成交电量中 20%为西
北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使东部用户享受到
西部清洁、经济的电能。

胡卫东表示，这是促进形成市场化跨
区跨省交易机制的重要探索，首次实现了
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在跨区层面直接见
面，促进了市场主体的多方共赢，通过市场
化跨区跨省交易，电力用户降低了购电成

本，发电企业提高了发电利用小时，购电地
区实现了本地的节能减排。

此外，在积极组织跨区跨省市场化交
易的同时，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还积极开展
了电力市场运营规则研究，内部规章制度
建设，深化交易平台应用，建立交易平台统
一信息发布机制等工作。

市场规则机制亟须跟进

万事开头难。由于新电改刚刚起步，相
关配套政策、具体操作措施尚不完善，无论
是管理者还是交易者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北
京电力交易中心的运作也遇到了不少麻烦。

“在成立初期的交易中，有市场主体不
熟悉交易规则，出现了不理性报价或者错
误报价的情况。”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市场处
李竹说，很多企业都是第一次在中心交易，
加强市场主体的培育也是交易中心面临的
一项重要任务。

为避免用户误操作，对电力交易的顺
利开展产生影响，中心工作人员工作中的
一大部分精力都要放在回复市场主体的咨
询上，培训用户成为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前
期的一项重要工作。

规范交易仅仅是交易中心遇到的其中
一个问题。“当前国内电力需求增长趋势放
缓，新能源装机增长较快，因此各省火电机
组利用小时数同比下降幅度较大，省外购
电意愿不强。”胡卫东坦言，部分购电省限
制外购电规模，电力用户不能自由选择参
与跨区跨省交易，制约了市场健康有序发
展和交易规模扩展。比如，在汛期西南水
电外送集中交易中，购电省存在不愿多申
报购电的现象。

马莉认为，省间市场壁垒制约了清洁能
源消纳。深化电力体制改革，需要通过机制
建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通过市场竞争，充分释放改革红利。

“本来交易中心就是改革的产物之一，
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逐步研究和探索。”采
访中，谈起交易中心这段时间碰到的问题，
胡卫东表示，作为一个电力交易载体，需要
国家相关电改配套政策不断完善。

在应急保障和市场风险防范方面，马
莉则认为，应当超前研究制订市场紧急情
况下的应急方案，保障电力供应安全和市
场有序运作。规范市场准入和退出管理，
合理设定市场波动准许空间，有效控制市
场运营风险。逐步建立健全市场主体信用
体系和保证金制度，加强市场主体诚信建
设，规范市场秩序。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南方电网共完
成西电东送电量 814 亿千瓦时，创历史新
高，比年度计划多送 81 亿千瓦时。究其原
因，一是今年以来，南方区域四大流域来水
好于预期，上半年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超过
15%；二是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得当，跨
省区市场化交易效果初显，仅云南水电增送
广东的市场化交易电量就达16.5亿千瓦时。

牌子换了 身份变了

于 2016年 3月 1日成立的广州电力交
易中心，设在南方电网电力调度大楼内，楼
门口原悬挂的“南方电网公司市场部”牌子
被换成了“广州电力交易中心”。

记者近日走进交易中心，看到二十多位
年轻员工正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指尖不时
地敲打着键盘。中心梁志飞博士告诉记者，
别看这里只是牌子换了，事实上，交易中心
已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机构组织，实现
了电力业务从电网公司剥离出来，不再属于
南方电网公司市场部，而是一个独立核算、
各方参股、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负责人表示，这个机
构不仅“独立”了，而且交易执行的思路也变
了。原来的市场部在进行电力交易业务时
遵循的是南方电网公司的内部制度，履行西
电东送管理职责，协助政府提出年度送受电
计划，执行政策指令性电价，在执行协议计
划和政府指令性计划之外，完全靠行政指令
利用输电通道安排西部富余水电东送。“现
在就不一样了，这里是一个交易平台，提供
的是独立规范的交易服务，组织交易、执行
计划的依据是市场规则以及电网安全准则，
对交易各方约束力更强，执行更加规范，电
网调度的角色也由以往的安全管理转变为
保障大电网安全基础上严格执行交易计
划。”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电力交易中心成立后，市

场各方在交易中心平台上可以自主协商或
竞争定价，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选择权和
参与权，重新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以价格
信号激励东部消纳西部水电。

购电费可大大节省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自今年 3 月 1 日挂
牌以来，已分别在 3 月、5 月、6 月组织 3 次
云南送广东的跨省区市场化交易。其中 3
月交易电量 5 亿千瓦时，落地价格较广东
燃煤环保标杆电价低 7 分/千瓦时，5 月、6
月分别组织交易电量 6 亿和 5.5 亿千瓦时，
落地价格降低 0.1 元/千瓦时。降价空间
将按照广东省政府有关部门制定规则补偿
广东省内受影响的发电企业。

以 5月份交易为例。5月中旬，由于云
南金沙江、澜沧江流域来水增加，产生了省
内难以消纳的富余水电。针对这种情况，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南网公司各部门、
云南电网公司、广东电网公司会商，考虑通
过增加一笔云南送广东的市场化交易，由
广东消纳云南省内的富余电量。

交易电量、价格等是经过严密测算、组
织几方会商得出来的。广州电力交易中

心、南网总调通过对云南送广东通道能力
等测算、组织云南和广东政府会商，最终商
定 5 月份月度组织实施市场化交易电量 6
亿千瓦时，电量构成均为云南省内难以消
纳的富余水电，购电价格参照广东省内市
场化电价确定为 0.35 元/千瓦时，约比煤
电标杆电价低 0.1元/千瓦时。

随后，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委托云南电
力交易中心发布公告：5月计划组织云南送
广东月度增量交易，竞价规模 6 亿千瓦时，
东部购电价折算至云南电厂上网侧挂牌价
为 0.174元/千瓦时。各交易主体据此公告
进行申报，云南省内就有 26 家水电厂参与
报价，总申报电量为 21.94 亿千瓦时，供需
比3.66∶1，发电侧竞争较为激烈。

接下来，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按照摘牌
价由低到高排序，阿海、丹珠河、金安桥等
9 家申报摘牌价 0.1 元/千瓦时电厂获得无
约束成交资格。然后，经过对发电能力校
核、电厂送出能力校核，部分电厂因送出受
限或当月发电能力用尽，中标电量被削减
或取消，只有鲁地拉、金安桥、观音岩等 6
家发电厂成交。

最终，6 亿千瓦时电量全部成交，东部
购电价相比广东省内煤电标杆电价降低

0.1 元/千瓦时，东部节省购电费 6000 万
元；该部分费用今后将按照广东省政府电
力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规则补偿广东省内
受影响电厂。

中心负责人表示，广州电力交易中心首
先要确保落实执行年度协议计划电量，在此
基础上，每月会根据送端和受端情况进行适
当调整，进行月度增量市场化交易。

电力交易如同网购

记者了解到，在当前阶段南方区域市场
交易组织工作中，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开展的
是省间电力交易，落实国家西电东送战略，
在更大范围内配置区域资源，组织东西部余
缺优化调剂、清洁能源吸纳；而各省区的电
力交易中心则是组织开展各省内的电力市
场，通过市场发现电力的实际价值，释放改
革红利，降低用电实体负担，使广大电力用
户得到实惠。广州电力交易中心与各省区
的电力交易中心是相互协同的关系。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负责人说，将来，对
于购电方，省内交易平台可以想象成是淘宝
店，而跨省区交易平台就像淘宝海淘店，消
费者可以比价、比店铺的服务钻级、比用户
评价，从而选择自己中意的电力商品。

数据显示，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化交易
正在提速。今年 1至 6月，全网开展跨省区
电力交易 813.68 亿千瓦时；全网省内市场
化交易电量633.3亿千瓦时，占省内总售电
量的 17%，有效降低了地方企业用电成本，
支持了地方经济发展。预计今年全网市场
化交易电量将达 1440亿千瓦时，同比大幅
增长94.3%，约占网内售电量的18%。

南方电网科研院技术情报所副所长陈
政表示，电力市场化改革是实现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在能源电力领域落地的重要战略
举措，南方电网公司积极支持和扎实推进
电力市场化改革工作，南方五省区除海南
外全部纳入改革试点范围，在输配电价改
革、交易中心相对独立、售电侧放开等领域
都首开国内先河，充分发挥改革试验田的
先行先试作用。

电力交易中心的成立，意

味着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征

途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虽然成

立时间不长，但是在采访中，记

者感受最大的就是“变化”。

电力交易中心正式运营

后，在市场交易方面较以往主

要有以下明显变化：一是为发

电企业、售电企业、电力用户等

市场主体搭建了流程规范、运

作透明、信息充分、便于监管的

交易平台，在业务上与电网企

业其他业务分开，有力促进电

力市场化改革进程，有效释放

改革红利。

二是逐步推进发用电计划

放开，探索在跨区跨省交易中

引入电力用户、发电企业等多

方交易主体并赋予自主选择

权，有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通

过市场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三是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开

展交易，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更

加高效、透明的交易服务。以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组织的银东

直流跨区电力用户直接交易为

例，相隔数千里的854家市场主

体在一天内达成交易，交易信

息及时公开，体现了交易平台公开透明、规范高效。

这些变化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除了

用电企业成本下降，发电企业效益提升外，还促进了

清洁能源的大范围消纳。此外，还促进了大气污染

防治和雾霾治理，大范围的跨区跨省送电把清洁电

能送至负荷中心，有效减少了污染排放，为大气污染

防治和雾霾治理作出重要贡献。

虽然第一步成绩明显，但与新电改的整体目标还

存在不小差距，如何走好新电改的“下一步”尤为重要。

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快特高压等跨区跨省输电

通道建设，为促进全国电力市场建设和大范围资源

优化配置提供基础保障。

其次，还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的跨区跨省交易

机制。采取中长期交易为主、临时交易为补充的交

易模式，推进跨区跨省电力市场化交易。有序探索

对符合准入标准的电力用户、售电主体等赋予自主

选择权，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开展市场交易，减少市场

壁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

完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跨区跨省交易规则，促进

跨区跨省交易的蓬勃开展。

最后，针对清洁能源消纳问题积极探索市场化

交易机制。充分发挥电力市场和电力交易平台作

用，努力通过大电网、大市场消纳清洁能源，尽可能

减少弃水弃风。建立市场化的清洁能源跨区跨省交

易机制，鼓励送、受电双方协商签订年度或多年的长

期交易合同，建立可再生能源灵活电价机制，用市场

办法引导消纳可再生能源。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是
负责广东省内电力交易的
平台。7 月 19 日上午 9 点，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会议室

的大屏幕上，用电企业和发电厂的报价正在不断跳
动，所需电量也在不断增加，仅 14 分钟就有 28 家需
求方和 7家供应方加入到本次交易。

“这些数据都是实时更新的，在上午 9点至 11点
的两个小时内，企业和发电厂都可以多次报价，以最
后一次报价为准，系统将自动对入围企业和电厂进行
匹配和价格核算。”广东电力交易中心交易计划科副
科长王一介绍，7 月份计划交易电量是 26.6 亿千瓦
时，“愿意出更高价格买电的企业排名在前，按此顺序
排下来，总电量在 26.6 亿千瓦时之前的企业就可以
成交；发电企业刚好相反，出价越低排名越靠前”。

上午 11 点，交易申报结束，本月度成交的各项
数据也很快出炉：2016 年 7 月，全网月度竞争交易
总成交电量为 26.6 亿千瓦时，平均成交价为 58.87
元/千瓦时，共有 37 家供应商和 130 家需求方参与
报价，35家供应商和 112家需求方最终成交。

“7 月，韶关一家企业总共成交了 4900 万千瓦
时，每度电平均比目录电价少了将近 6 分钱，可以直
接节省用电成本大约 300万元！”王一说。

据了解，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按照各市场主体和
第三方机构参股的公司制形式组建，于今年 6 月 28
日正式挂牌。目前，广东电力交易中心主要负责市
场交易平台的建设、运营和管理，电力市场政策和交
易规则的研究，以及电力交易的组织和管理。

据介绍，目前，广东省电力直接交易试点工作有
双边协商交易和集中竞争交易两个交易品种，按照

“双边协商为主，集中竞争为辅”的思路，分别按年度
和月度开展。数据显示，从 2013 年至 2016 年 6 月，
广东累计组织年度双边协商交易 4 次，竞争交易 22
次，市场主体通过市场累计完成直接交易电量约
737 亿千瓦时，发电侧降价电费达 13 亿元。“今年政
府设定的市场化交易电量目标为 420 亿千瓦时，其
中年度协商占到 280亿千瓦时。”王一说。

哪些企业可以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呢？王一介
绍，目前，年用电量达到 8000 万千瓦时以上的工业
企业，年用电量达到 5000 万千瓦时的商业企业，以
及年用电量 800万千瓦时及以上的大型骨干工业企
业，粤东西北高新技术园区和产业转移园区大型工
业企业，均可参与到电力市场化交易中来。目前获
准参与广东电力市场交易的市场主体共 732家。

用市场办法迈好电改创新步伐

轶

辰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张 虎

电子邮箱 jjrbyxdc@163.com

“平均每度电节省6分钱！”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月度竞争交易侧记

本报记者 庞彩霞

激励富余水电消纳
本报记者 庞彩霞

电力交易有了“商店”
本报记者 王轶辰

编者按 自去年《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我国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快速推进。作为深化电力

体制改革的“破冰利剑”，今年 3 月北京和广州两大国家级电力交易中心正式“开门迎客”。目前，电力交易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取得了什么积极影响？运行还存在哪些障碍？《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对两大电力交易中心进行了实地探访。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大厅的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电力交易信息。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办公现场。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电力交易有其特殊性，除了

交易，还要考虑电网的安全、调

度等。交易中心的成立，意味着

新电改多了一块“阵地”，但是电

力市场化交易的经验还需不断

探索与积累

北京

市场各方在电力交易中心

平台上可以自主协商或竞争定

价，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选择权

和参与权，重新还原电力的商品

属性，以价格信号激励东部消纳

西部水电

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