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做好电力现货市场试点

连续试结算相关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能源规〔2020〕245 号

山西省、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能源局，内蒙古自治区、福建省、四川省、甘

肃省工信厅（经信厅），华北、南方能监局，山西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

四川省、甘肃省能监办，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

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电力交易中心，各相关市场主体：

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
9号）及其配套文件精神，适应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地区连续试结算工作的需要，

现就做好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电力现货市场试点连续试结算相关工作

  （一）电力现货市场试点是电力市场化的关键改革,是有序发电和稳定用电

的组合改革,是优化布局和优化结构的重大改革。电力现货市场连续运行后，对

电力系统的经济机制产生了质的影响。起步阶段，适当加强宏观引导，加强电力

市场风险防控工作，保障电力市场平稳运行和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有利于构

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打造健康可持续的行业体系。

  二、结合实际制定电力现货市场稳定运行的保障措施

  （二）做好电力中长期交易合同衔接工作。售电企业及直接参加电力现货交

易的电力用户应与发电企业在合同中约定分时结算规则，包括但不限于固定价格、

分时电价或详细分时结算曲线（组）等。售电企业及直接参加电力现货交易的电

力用户（或发电企业）在日前市场开市前需提交结算曲线，未提交结算曲线的，

由市场运营机构按照试点地区电力现货市场规则进行处理。电力中长期交易合同

中，由发电企业市场交易价格、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辅助服务费用等直接相

加构成售电企业或电力用户电价。各类跨省跨区优先发电和市场化中长期交易，

均应由购买方和发电企业签订双边中长期交易合同，并明确分时结算曲线或形成

分时结算曲线的具体规则。

  （三）加强电力现货市场结算管理。不得设置不平衡资金池，每项结算科目

均需独立记录，分类明确疏导，辅助服务费用、成本补偿、阻塞盈余等科目作为

综合电价科目详细列支。所有结算科目的分摊（返还）应事先商定分摊（返还）

方式，明确各方合理的权利与义务。

  （四）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对电力生产、消费的引导作用，形成合理的季节和

峰谷分时电价。充分发挥调节性能好的机组和可中断负荷的作用。电力供应存在

偏紧时段地区，通过市场化手段提高市场主体参与系统调节的积极性。

  （五）规范确定市场限价。现货试点地区第一责任部门组织合理确定市场限

价核定原则和管理流程，并提前公布市场主体申报上下限。

  （六）加强市场运营机构及技术支持系统开发方中立性管理。运营机构可以

通过合同约定核心岗位工作人员离职三年内不得在利益主体就业或为其提供咨

询服务。加强对电力现货市场技术支持系统的开发、运行和验收工作的监管。技

术支持系统开发方应向市场主体公开承诺，不与所在市场相关主体发生业务相关

商业行为，防止内幕交易。开发方、第三方验证执行者不得为关联企业（单位）



或主体。

  （七）加强市场力风险防范。建立对售电企业、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全覆盖

的市场力识别和防范措施，探索市场力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控机制，因地制宜、

多措并举防范市场力风险。综合考虑各类市场主体价格承受能力，建立合理有效

的市场力评估体系，保证市场平稳有序起步。

  （八）严格市场注册管理。交易机构严格按照市场注册工作制度，提供各类

市场主体注册服务。市场主体必须合法合规，符合市场信用要求，正常履行中长

期交易合同，并经交易机构认定公示。健全完善市场主体退出程序。不满足参与

电力现货市场技术条件的售电企业、电力用户，应在具备相关条件后才能参与有

关交易活动。售电企业、电力用户自愿或者被强制放弃直接参加市场资格的，按

照《售电公司准入与退出管理办法》《关于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的通知》等文件

有关规定执行保底电价。确保保底电价设置科学合理，避免电力用户利用保底电

价进行投机。

  三、做好各项措施落实工作

  （九）各试点地区第一责任部门负责会同相关单位做好相关措施的落实工作。

尽快印发符合当地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工作需要的 2020年电力中长期交易工作相

关文件，确保充分发挥电力中长期交易对冲电力现货交易价格波动风险的作用。

各试点地区第一责任部门负责明确各项临时干预措施的有效期限，市场稳定运行

后应逐步退出各项行政措施，以保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十）各试点地区第一责任部门做好动态完善市场机制的工作。在连续试结

算过程中，如遇各地规则中明确需要市场暂停的情况，应向市场主体披露详细原

因、明确暂停持续时间。第一责任部门负责组织解决存在的问题，尽快重启交易，

并及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报告。

  （十一）各试点地区第一责任部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电力现货市场结

算的管理工作，各项结算科目的疏导与分摊（返还）明细应定期上报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能源局，并在结算前向市场主体披露详细信息。

  （十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负责组织电力交易机构在合同备案结算过程中，

对双边形成的中长期合同约定分时结算相关内容进行核查，对不符合电力现货交

易要求的进行风险提示。对于确不具备用电曲线管理能力的电力用户鼓励其由售

电企业代理参与交易，以保护电力用户利益。各地政府主管部门、国家能源局派

出机构要对市场主体的中长期合同签约履约情况进行核查，市场主体不得事后补

签中长期合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负责加强市场力监管，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市

场运营机构和技术支持系统开发方的中立性。

  （十三）交易机构在各试点地区第一责任部门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组织下，

具体实施市场注册管理。各地应加强市场主体准入注册管理，并在政府网站和交

易机构网站进行公示后参与市场。各地应建立完善的结算制度，切实降低履约风

险。

  四、附则

  （十四）工作中如遇重大事项，请及时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十五）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2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2020年 3 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