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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中国近期的电力体制改革将电力市场放在了中心位置 
市场在中国的电力体系中占据了日渐重要的地位。尽管行政机制曾是中国电力体

系实现能源和环境政策目标的主要驱动力，但与此同时，煤电行业的标杆化和竞争

也提升了电力生产的效率和环境属性。自 2015 年开始的最新一轮改革在电力系统

的转型背景下赋予了市场激励灵活性的重要角色。“十四五”规划（2021-2025）
致力于使市场引领改革，因此供需两侧的市场化进程值得期待。 

电力体系改革寻求全国范围内资源最优化配置与保护本地产业之间的平衡，稳定

而可负担的电力与促进新装机投资之间的平衡，以及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供应之

间的平衡。在过去的 30 年间，中国进行了数轮电力改革。这些改革最初旨在促进

新增装机投资以支撑中国的经济发展，随后着重提升电力供应系统的效率和环境指

标。在 2021 年和 2022 年的电力短缺后，电力安全的考量在国家级政策导向中扮

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中长期电力市场是中国最为成熟的市场类型。在 2015 年电改的框架下，中长期合

同逐渐取代了行政分配的发电计划。时至今日，中长期合同已覆盖总发电量的近半

数，以及市场化电量的五分之四。尽管最常见的合同时长为一年至一月，更短及更

长的合同已开始出现，且这些合同可通过发用双方直接交易或在电力市场上集中交

易。 

短期市场可以提升灵活性，但尚未开发其全部潜力。2015 年电改包含了（日前与

日内）电力现货市场的部署，以冀实施经济调度，并促进供需两侧资源的灵活性。

在市场化的电力体系中，这些短期市场在价格形成及支撑电力安全中发挥了核心作

用，例如在2022-2023年冬季天然气供应不足的欧洲市场。在中国，第一批省级现

货市场试点于 2019 年启动，其中部分现已进入连续运行。现货市场正在全国范围

内展开，但其在交易中的占比仍然较小，且与其他成熟市场（中长期、辅助服务）

的衔接有待完善。 

提升全国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需要在国家层面对省级市场进行协调。发电资源

与需求在地理上的不均衡分布促成了中国的国家级输电工程。这些跨省电量通常由

单向的实物中长期合同所支撑。2015 年电改给予了各省设计本地市场的自主权，

使得相差较多的省级市场设计与省内的激励政策更倾向于省内电力交易。高性价比

的资源共享将需要更加灵活的交易安排，并需完善不同时空尺度下合同的衔接。省

间与区域现货市场试点目前正在开展，且可为将来更加统一的市场体系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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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 2030 年前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中国将国家级协同运行的市场体系作为目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国家能源

局 2022 年发布的指导性意见，即 118 号文，在保留各省设计本地市场自主权的基

础上，提出了建立国家级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要求。旨在协调现有市场并促

进未来的联合运营，这一体系计划在 2025 年初步建成，且在 2030 年基本建成。 

现有市场可成为中国全国电力市场体系的基石。通过调整并扩展已有的省级及区

域市场，中国可以建立一个国家级的现货市场。自 2017 年开始，为促进省间电力

流通并减少“弃风弃光”现象，国家电网区域的省间电力现货试点在“两级市场模

式”下可延展为与现有省级市场相平行的国家级现货市场。这一市场将可以更好的

促进资源共享，并保障各省在市场设计和调度规划上的自主权。该设计可以很好地

适应在省级市场采用不同模式且进度各异的现状。两级市场的架构不仅可以与现有

的省级市场协同运行，也可包含以广东起步，预期覆盖整个南方电网区域的南方电

力现货市场。 

建立全国电力现货市场可有多条路径。为促进跨省跨区的资源共享，本报告提出了

两种两级市场模式。在余量市场路径下，与现有的省间现货市场相似，各省仅交易

本地市场的余量。在容量耦合路径下，以《中国能源转型展望》（CETO）所设计

的模式为例，各省可实现更高级别的协同运行。两种路径都可以成为未来市场深度

融合的前期步骤。 

建立全国电力现货市场可有多条路径 

 
IEA. CC BY 4.0. 

备注：本报告推荐的路径以实线箭头展示，潜在的直接升级可能以虚线箭头展示。 
 

建立全国余量市场对未来市场进一步整合有利无弊。市场建设所面临的挑战或成

为路径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所有建立全国余量市场的步骤都可以复用与升级，

故其优势在于可以快速获得区域协调的收益，并保留未来提升市场融合程度的可能

性。 

国网省间现货市场 CETO模式

全国余量市场模式 全国统一市场体系

南方区域电力市场 整合至全国市场

扩展现有现货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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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市场可协调区域交易，以提供可观的效率与韧性增益。区域交易可促进更大

范围内的资源共享，因此可带来系统韧性的提升，并有助于减少备用装机所需的投

资。在 2035 年承诺目标情景（APS）下，相较于未提升区域协调的情景，全国市

场可减少6-12%的运营成本，并减少2-10%的二氧化碳排放。（假设调度市场化保

持在现有水平） 

促进省级市场的经济调度可带来比区域协调更多的收益。现货市场的发展与中长

期合约的金融化提升了调度的市场化水平，且已体现积极效果。两级市场模式的一

个优点即是不需要较高的市场设计一致性以建立国家市场，故在此模式下加强省级

经济调度可与促进区域协调同时进行。在建模地区实现全面经济调度（假设不促进

区域协调）可减少约 15%的运营成本，并减少 25%的二氧化碳排放。在市场改革

的同时推进经济调度可进一步带来好处，其增益可达仅协调区域交易情景的一倍。 

APS 中不同区域协调及经济调度等级下运营成本，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弃电量的减少量，2035 年 

 
IEA. CC BY 4.0. 

备注：CETO 即基于容量耦合路径区域协调的《中国能源转型展望》（CETO）模式。减少量的计算基于低区域协调基准情景。在该情景

下，跨区电力交易基于历史水平计算，调度安排反映现有状况，即部分省份向经济调度的市场发展，其余省份采用行政分配的三公调度。 
 

中央机构可在区域协调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2015 年电改中，推动市场化的主

要工作被交给了省级政府和电网公司。整合现有市场以建立全国统一体系的工作将

需要更高程度的协调及强有力而独立的中央机构的领导。中央机关发布的市场设计

及监管相关指引可促进未来市场设计的一致性以及高效的市场运行。 

电力市场可加速中国电力行业的去碳化。中国的年发电量是美国及欧盟之和的两倍，

并占全球碳排放量的 14%。因此，降低中国电力的碳强度对实现中国的“双碳”

目标及全球气候目标至关重要。国际经验表明，运行良好的电力市场与碳定价可加

速去碳化。中国于 2021 年建立了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电力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可

为碳定价机制建立框架，并有助于顺利实现“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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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中国政策目标并加快电力市场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在两级市场模式下，在现有的省间电力现货市场的基础上建立全国电力现货市场，

并在现有情况下保障省级市场在市场设计和调度决策上的自主性。这一模式可快速

获取区域协调的增益。 

 加强中央机构在市场改革中的角色，以监督市场部署，支持全国及省级电力市场协

同运行，并协调国家计划、市场与运行规定。 

 破除省间交易壁垒，以在更大范围内平抑新能源的波动性。交易安排可更加灵活并

允许更接近实时的合约调整。输电价格可以进行相应调整。 

 推动现货市场建设并确保中长期及辅助服务市场合约灵活度，以持续激励省级市场

实施经济调度。将中长期合同从实物转向金融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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