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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电力市场运营情况及政策
规则要点



目录

01

02

04

电力市场化改革

四川电力市场运营环境

四川电力市场政策要点

03 四川电力市场运营体系



一、电力市场化改革

        2015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后简称中发9号文件），标志着备受社会各界关

注的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开启。

    中发9号文件主要精髓，就是以问题为导向，

通过建立和完善市场化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

争有序的电力市场体系，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原电力商品属性。



一、电力市场化改革

改革核心内容： 在进一步完善政企分开、厂网分开、主辅分开的基础

上，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构架，在发电侧和售电侧开展有

效竞争，实施“三放开、一推进、三强化”。

有序放开输配以外
的竞争性环节电价

有序向社会资本
放开配售电业务

有序放开公益性和调节
性以外的发用电计划

强化政府监管

强化电力统筹规划

强化和提升电力安全高
效运行和可靠供应水平

三放开
一推进
三强化

推进交易机构相对独
立，规范运行



一、电力市场化改革

电改带来的变化-价格机制:
  改革前发电上网、用户购电价格由政府定价；改革后输配电价格由政府

按照“成本+收益”方式核定，发电上网、用户购电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

用户侧到户电价=市场交易电价+输配电价+基金附加+其他



一、电力市场化改革

电改带来的变化-市场交易机制:
  改革前主要是电网企业从发电企业买电、出售给用户；改革后发电企

业、售电企业、电力用户可通过自主协商、集中交易等方式直接开展交易。



一、电力市场化改革

电改带来的变化-电力交易机构独立规范运行:
       中发9号文提出组建“相对独立的电力交易机构”，交易中心由电网企业
内设机构走向相对独立；国家陆续出台文件，对交易机构改革提出新要求，交
易中心独立规范运行程度进一步提升。

l电力交易中心是电

力市场运营的核心

机构。

l国外已经有成熟的

电力交易中心。



一、电力交易机构基本情况

u四川电力交易中心于2016年5月12日成立，2021年1月27日在国网公司范
围内率先完成股份制改造，电网股比40%；引入省属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售
电公司、电力用户4类共18家股东，为股东数量最多、类别最全的省级电力交
易机构。
u以交易平台为支撑，主要负责市场管理、方案设计、交易组织、交易结算、
信息披露5项省内市场运营职能，并配合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省间交
易。

l现有人员35人，其中博士5人、

硕士25人，为国网经营区人员规
模最大、学历层次最高的省级
电力交易机构。



二、四川电力市场运营环境

发电装机情况

四川为全国最大的水电生产和外送基地。四川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1.48亿

千瓦，占全国的21.2%，居全国第二（西藏第一）。其中，经济可开发量1.45亿

千瓦，占全国的31.9%，居全国首位。

  四川

发电装机 12830万千瓦

其中：水电占比 79.4%

     火电占比 14.0%

    风电占比 4.9%

   光伏占比 1.7%

省内市场规模 1616亿千瓦时

全口径外送电规模 1589亿千瓦时 2022年四川全口径发电装机情况（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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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79.40%

火电，14%

风电，4.90%
光伏，1.70%



市场主体情况

     截至2022年年底，在四川电力交易平台注册

的市场主体达到36484家。

u电力用户：35897家，已全面放开工商业用

户参与市场。

u发电企业：337家，为并入四川主网的统调

统分发电企业和西南网调电厂留川部分。

u售电公司：250家，2018年为售电公司首次

全面入市参加交易。

截至2022年底四川电力市场主体数量（家）

二、四川电力市场运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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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用户，
98.39%

发电企业，
0.92%

售电公司0.69%



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1.水电季节性波动大

       总体发电调节性能不佳，径流式水电占比

接近70%，年调节水电占比不足10%。发电

侧丰枯出力比达到3:1，用电侧丰枯用电负荷

比仅为1.1:1。

l丰水期：受限于省内需求，需要将富余水电

外送到省外消纳，且水电参与市场意愿强烈。

l枯水期：水电出力不足，需要从西北外购保

证省内供应，水电参与市场意愿不足。

二、四川电力市场运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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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u水电现有33个电价标准，最低0.2105元

/千瓦时，最高0.4734元/千瓦时。

u火电现有9个电价标准，最低为0.3742

元/千瓦时，最高为0.6514元/千瓦时，电

价复杂程度远超全国其他省份。

2.在高低价水电之间2.电价体系复杂

二、四川电力市场运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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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7年的探索实践，不

断开拓创新，逐步形成了以

“5种交易方式、5个交易周

期、3大市场政策、5类交易

品种”为核心的“5535”的

电力市场运营体系。

自主双边
复式竞价
滚动撮合
集中挂牌
集中拍卖

多年
年度
月度
月内
日前

直接交易
留存电量
弃水电量

常规直购
战略长协
电能替代
水电消纳
留存电量

三、四川电力市场运营体系

1.省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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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在自主双边协商的基础上，

借鉴“股票交易”方式，创

新 了 “ 复 式 竞 价 撮 合 ” 、

“ 滚 动 撮 合 ” 、 “ 集 中 挂

牌”、“集中拍卖”四种线

上交易方式，提高了交易效

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

了交易达成，营造了更加公

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5”种交易方式

双边协商双边协商

集中竞价

挂牌交易

复式竞价撮合

滚动撮合

集中挂牌

集中拍卖

传统电力交易方式 全新的电力交易方式组合

复式竞价撮合、集中拍卖为全国首创，滚动撮合为全国率先应用

三、四川电力市场运营体系

1.省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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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川电力市场运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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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构建了“多年-年度-月度-月内-日前”

长 短 结 合 的 多 周 期 定 期 开 市 机 制 。

2022年全年累计组织交易近百场次，

四川市场成为全国周期最全、开市频率

最高的电力市场。

u目前正在推动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已

于现货试运行期间开展了中长期D-2连

续交易，在全国率先建立中长期交易连

续不间断开市机制。

“5”个交易周期

多年

年度

月度

月内

日前

实时

三、四川电力市场运营体系

1.省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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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市场政策

直接交易政策

留存电量政策

弃水电量政策

交易电价 输配电价
（含基本电费） 基金附加 到户电价

0.25

0.126

0.105

0.04

0.0471

0.0471

0.4021

0.2131

+

+

+

+

=

=

0.22 0.105 0.0471 0.3721+ + =

较电网代购
价格降幅

0.105

0.147

0.135

0.33 0.21 0.0471 0.5871+ + = 0.025

2022年省内市场化交易预计电价构成情况
单位：元/千瓦时

随着1439号文的出台，全国市场交易均价将上涨约8分/千瓦时，四
川预计总体上涨约2.5分/千瓦时，产业要素保障的比较优势凸显。

三、四川电力市场运营体系

1.省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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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根据三大市场政策，发展衍生了5类交易品种。四川市场成为全国交易品种最丰富

的省级电力市场，在有力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的同时，也有效推动了电网公司售电量增长。

“5”类交易品种

留存电量

直接交易

弃水电量

常规直购1073.6

 战略长协400.17

水电消纳63.41

电能替代12.44

2022年各品种用电侧结算电量（单位：亿千瓦时）

三、四川电力市场运营体系

留存电量79.19

1.省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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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各交易品种限价范围

交易品种

年度交易
月度（月内）

交易
年度综合价 年度分月价

双边协商 平台集中 丰 平 枯

常规直购

按签约电
量结构动
态限价

上限：316.92
下限：205.40

上限：211.43
下限：126.86

上限：333.84
下限：222.56

上限：415.63
下限：277.09

与对应品种
年度交易分
月限价范围

相同

战略长协

电能替代

水电消纳示范 ——

*留存电量价格按政府确定的价格执行。

三、四川电力市场运营体系

1.省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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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川电力市场政策要点

两个“放开”
四个“调整”
两个“加强”

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2023年省内电力市场交易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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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发展绿色
低碳产业的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电力市场建设的要求，结合省内实际及
供需形势变化，在保证政策延续性的基础上，总体方案进行了完善优化，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即“两个放开、四个调整、两个加强”。

总体延续 局部优化



u调整非水电量成分及配置比例
      一是将燃气电量、新能源优先电量纳入非水电量配置。电力用户在参与常规直购交易时，配

置的非水电量包含省内燃煤火电电量、燃气电量、新能源（含风电、光伏、生物质）优先电量、

省间外购电量（含中长期外购电量、现货外购电量和跨省跨区应急调度购电电量）等。

      二是按照常规直购用户和代理购电用户度电消纳全网非水电量相同的原则，经测算，将配置

比例调整为丰、平、枯水期分别为25%、35%、60%，丰水期、枯水期比例较2022年有所提

升，平水期不变。

四、四川电力市场政策要点

要点1：调整非水电量配置比例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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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电力用户：2023年年内新投产的工商业电力用户，在完成注册并公示无异议后，可选择次

月起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若投产后三个月内均未选择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则视为存量电

力用户，可在每季度最后15日前选择下一季度起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电力用户在直接从

电力市场购电之前，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

要点2：市场准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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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优化零售合同签约和调整方式
       零售合同基础电量签约保留大于上一年分月实际结算电量的85%的限制（取消书面说明提

交），取消小于上一年分月实际结算电量的115%的限制，上限按照用户合同容量*24小时*当月

天数计算。

       二是对于除留存电量外的交易品种，每月零售电力用户可以与售电公司按双边协商的方式调

整一次（调增或调减二选一）当月分品种基础电量或基础电价。

四、四川电力市场政策要点

要点3：调整交易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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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完善对电力用户的要求
       一是明确电力用户应于2023年6月30日前按要求在电力交易平台进行实人认证。

       二是批发用户的不同户号打捆开展交易和结算。

       三是电力用户（包括该用户的所有户号）上一年购网用电量500万千瓦时以下的，拟直接参与

市场交易，须通过售电公司代理；电力用户（包括该用户的所有户号）上一年购网用电量500万千

瓦时及以上的，拟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可以选择与发电企业进行直接交易。

       四是电力用户（包括该用户的所有户号）在一个交易年度内的全部电量仅可通过同一家售电

公司代理或选择与发电企业进行直接交易。

       五是为保证电力用户全用电量正常结算，所有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电力用户户号均应签约常

规直购交易品种。

四、四川电力市场政策要点

要点4：加强对市场成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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