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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省电力市场交易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建设全

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发改体改〔2022〕118 号）、《关

于加快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工作的通知》（发改办体改〔2022〕

129 号）有关要求，推进适应能源结构转型的电力市场机制建设，

依据国家和我省电力市场相关交易规则，结合我省电力市场建设

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交易规模 

2023 年除居民、农业用电外，全省工商业用电全部参与电力

市场交易，交易规模预计在 1600 亿千瓦时以上。 

二、市场主体 

发电企业：符合准入条件的现役省调燃煤机组、燃气机组、

光伏发电（暂不含分布式光伏和扶贫光伏）、风电机组（暂不含分

散式风电）、抽水蓄能电站。鼓励地方燃煤电厂、生物质发电及小

水电等自主申报参与电力市场。待国家和我省绿证交易、绿电

交易机制进一步完善后，适时推动平价新能源项目参与电力市

场交易。 

电力用户：鼓励全体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暂未直

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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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电公司：按照国家和我省相关规定参与电力市场交易。 

三、交易安排 

2023 年，继续开展现货市场连续结算试运行，加快完善机制

建设，优化市场衔接，规范市场管理，推动我省电力现货市场尽

快迈向正式运行。 

（一）批发市场 

1.中长期交易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用电交易和普通用户用电

交易两个序列。列入省工信厅可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用电交易的

备案企业名单的用电，允许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用电交易；其他

入市用户（包括榆林供电公司用电）参与普通用户用电交易。 

2.普通用户用电交易按年度、季度（多月）、月度、旬、日为

周期组织交易。其中年度、季度交易分月组织，交易方式、时序

及成交量约束等按照我省电力市场相关交易规则执行。年度、季

度（多月）、月度、旬集中交易价格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燃煤

发电基准价的 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

年度、季度（多月）双边合约价格经购售双方协商一致后，可按

月调整。 

3.战略性新兴产业用电交易按照月度、旬为周期开展，在普

通用户用电交易之前组织，交易采用典型曲线（由战略性新兴产

业用电历史曲线计算形成）；待交易平台具备条件后，以挂牌交易

方式组织分时段（24 个时段）交易，用户侧中长期曲线偏差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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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获利约束等按照有关交易规则执行。战略性新兴产业用户侧

（含售电公司）只能在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用电交易的用电侧市

场主体之间通过零差价转让合同处理偏差，发电侧战略性新兴产

业用电交易合约转让不限于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用电交易的发电

企业。 

4.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继续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和交易规则执

行，以挂牌交易方式参与年度交易、月度交易，并根据保障性优

先发电量、代理购电量预测及月内实际执行情况，组织开展代理

购电月内交易。 

5.具备分时计量条件的低压用户、电信基站等（含售电公司

代理）直接参与现货市场，通过售电公司代理时，暂不参与零售

分时交易。暂不具备分时计量条件的低压用户、电信基站以及榆

林供电公司用电暂不直接参与现货市场，继续按照现行交易规则

参与中长期交易并开展结算。 

6.积极推动建立公平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逐年提高火电企

业参与中长期交易的供需比 K 值，2023 年原则上不低于 1.1，具

体由山西省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提出并报省能源局，由省能源局

会同山西能源监管办研究确定。 

7.完善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现货市场机制。研究推动新能源

企业以报量报价方式参与现货市场，对报价未中标电量不纳入弃

风弃光电量考核，具体按照有关交易规则执行。根据实际运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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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持续优化独立储能、虚拟电厂等新兴市场主体参与现货市场

机制。研究出台新型储能共享容量租赁交易机制。健全市场调控

措施，保障现货市场年度、季度均价在合理范围内运行，允许现

货价格短期波动，激发各类资源灵活性和调节能力，促进新能源

消纳和电力保供。 

8.按年度、季度、月度、月内为周期开展省内绿电交易，鼓

励平价新能源项目自愿参与交易，带补贴的新能源项目按照国家

相关政策规定参与交易。探索绿电交易与中长期普通分时段交易

融合统一开展，在成交价格中分别明确绿色电力的电能量价格和

绿色环境价值。 

（二）零售市场 

1.2023 年，普通零售用户统一通过线上零售交易平台自主选

择零售套餐向售电公司购电；战略性新兴产业零售用户在电力交

易平台与售电公司绑定购售电关系、按月约定月度结算方案购电，

后续具备条件后通过线上零售交易平台向售电公司购电。 

2.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用电交易的售电公司应按照相关规定

公开遴选。 

3.除国家规定不执行峰谷电价的用户外，参与现货市场的 10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用电交易零售用户（多电

压等级市场主体按最高电压等级）须与售电公司签订分时零售交

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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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善售电公司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和综合服务能力评价标

准。推进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建立售电公司信用评价等级与履约

保障凭证挂钩机制。 

四、优化各类市场衔接机制 

做好中长期交易与现货交易衔接，在高比例签订旬及以上中

长期合约的基础上，逐步放宽短期（日滚动）交易的成交量约束

及价格限制，允许市场主体灵活调整合约，规避现货价格波动风

险。强化电能量市场与调频、备用等辅助服务市场衔接，加快技

术创新，研究推动电能量市场与辅助服务市场联合优化出清，提

高市场运行经济性。优化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衔接，鼓励售电公

司结合批发市场形成的分时价格，制定分时零售套餐，引导用户

侧灵活资源参与电力平衡。完善省内交易与省间交易衔接，省内

发电企业要切实承担责任，在保障省内电力供应的基础上，积极

参与省间外送交易。 

五、落实消纳责任权重制度 

各市场主体应完成所承担的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任务，

鼓励售电公司和电力用户消费绿电，驻晋央企和省属国有企业、

高耗能企业要带头使用绿电。企业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以本企业持

有的当年度绿证作为相关核算工作的基准，鼓励企业购买省内新

能源企业的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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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政策宣传培训工作。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协调，

加大对我省电力市场建设的宣传报道，通过网页端、移动端及纸

质宣传材料等多种渠道，以漫画、宣传册、短视频等，引导广大

市场主体了解市场、参与市场、建设市场，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各市能源局重点引导用电企业了解和掌握电力零售平台功能及相

关零售套餐内容，结合企业实际，科学选择合理的零售套餐。 

（二）做好市场信息披露工作。省电力公司、山西电力交易

中心要主动作为，认真研究电力零售市场信息披露管理工作，合

理扩大信息披露范围，丰富信息披露方式，尽可能减少市场信息

不对称现象，全面提升电力零售市场透明度，保障零售用户合法

权益。 

（三）强化市场风险监测工作。建立月度市场运行风险监测

评估机制，由第三方机构和相关专家定期分析市场供需形势、价

格波动、盈亏情况等，开展市场力监测和风险辨识，形成市场运

行监测分析报告并报送省能源局、山西能源监管办，协助省能源

局提前准确研判市场形势，了解市场风险，及时提出调控措施。 

本《方案》有效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 



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省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

山西能源监管办。

山西省能源局  2022 年 12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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