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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电改后水电企业如何参与电力直接交易
董香茹

（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三门峡 472000）
摘 要：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发〔2015〕9号，以下简称 9号文件），11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了落实 9号文件

精神的 6个配套文件，包括：《关于推进输配电价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电力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电力交易机构组建和规范
运行的实施意见》《关于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售电侧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强和规范燃煤自备电厂监督管理

的指导意见》，拉开了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大幕。本文首先针对新电力体制改革政策及发展形势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水电企业参与电

力市场化交易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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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电力体制改革政策及发展形势分析
2018年以来，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国家发改委

将工作重点放在指导各地细化试点内容、完善配套措施、同时突出
工作重点，确保改革试点工作规范有序，稳步推进电力体制改革。

1.1 分布式发电将纳入市场化交易范畴
2017年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计划 2018年 2月第一批试点地区

启动交易，2018年年中前总结评估试点工作并适时进行推广。该通
知对试点区域将实行三种市场交易模式，一是直接交易模式。这也
是本次试点的主推模式。二是电网企业按标杆上网电价收购模式。
三是委托电网企业代售电模式。明确了鼓励清洁能源发展的大方
向。

1.2 大用户交易电量比例保持快速增长
根据国家能源局 2016下发有关工作的通知意见，也就是取消

全部工业发用电计划，2018年实现工业用电量 100%市场化交易，
工业用电全部进入市场。预计，2020年将实现商业用电量全部市场
化交易，实现电力市场化交易完全放开。

1.3 增值服务将成为售电公司能否获利的关键
随着交易次数增多，获得足够的用户体量和提高用户粘性、绑

定客户是售电公司提高盈利的关键。当工商业用户参与比例提高到
一定程度之后，利用积累的大体量用户和用户数据来延伸新的变现
模式是提升盈利的关键。

1.4 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
2019年 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网站公布发用电计划有关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提高电力交易市场化程度，明确发用电计划
原则上全部放开。明确了经营性电力用户，规定除居民、农业、重要
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等行业电力用户以及电力生产供应所必需
的厂用电和线损之外，其他电力用户均属于经营性电力用户。并提
出保障优先发电政策执行，重点考虑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
等清洁能源的保障性收购。对水电的的优先发电计划也做了明确规
定，水电作为清洁能源的优势得以制度层面的保障。推进全面放开
经营性发用电计划有关工作将进一步提高电力交易市场化程度。并
明确各项保障措施，要求各地有序支持点对网、点对点直接交易，促
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和清洁能源消纳。据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
我国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售电量的近 40%，约为 2.1万亿千瓦
时，预计 2020年将超过 3.67万亿千瓦时，在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
用户政策的强有力推动下，市场交易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1.5 2020年中央又相继出台两重磅文件，进一步明确电改重点
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20年 5月发布。意见指出将稳步推

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深化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
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严格监管自然垄断环节，提高自然垄断行
业基础设施供给质量，加快实现竞争性同步环节市场化，切实打破
行政性垄断，并防止发生市场垄断。构建有效竞争的电力市场，提高
电力交易市场化程度。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0年 5月同时发布

关于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意见，电改同样被特别提及，直
接表述包括：“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有序放开竞争性环节电
价，深化输配电价改革开展电力现货交易试点。”这些政策的出台，
都对电力市场交易化的推进，产生重大影响。

2 水电企业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可行性分析
2.1 水电企业优劣势分析
水电的主要优势：清洁环保、优先上网、电价较低和成本相对

低。清洁环保：水力发电原料为水能，与火电相比不需要化石能源作
为燃料，清洁环保同时也是可再生能源。优先上网：2012年国家发
改委发布的节能发电调度办法规定，无调节能力的水能等可再生能
源发电机组，享有优先上网的权利。水电的主要生产原料为天然水
源，发电成本相对较低，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

水电的主要劣势：水电行业还没有完全成熟，水电发电能力取
决于来水的多少，来水不均，丰水年和枯水年的发电能力相差较大，
另外，在一个年度内，各月发电能力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中长期发电
量的预测准确度较低，不能满足电力市场对中长期合同的稳定性和
刚性需求，难以适应中长期交易的偏差考核。水电在国内省份分布
不均，云贵川等西南地区还存在大量弃水现象。

2.2 国家政策鼓励水电企业参与直接交易
2016年国家能源局出台（发改能源〔2016〕625号）即可再生能

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充分发挥可再生能源电力边际成
本低的优势，鼓励超出保障性收购电量范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参
与各种形式的电力市场交易，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实现优先发电，
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多发满发。
（发改运行〔2017〕294号）指出，各地要逐步扩大市场化交易电

量规模，加快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水电兼顾资源条件要求确定发电
计划，列为二类优先保障，允许水电参与直接交易。

关于促进西南地区水电消纳的通知规定，2017年国家发改委
通过建立市场和鼓励政策等长效机制，提高各地消纳水电的积极
性。鼓励开展电力现货市场试点，推进跨省跨区水电市场化交易，形
成有利于水电优化配置的市场化机制，以及价格机制，要进一步放
开发电和用电计划。这都为西南水电企业提升参与市场化程度提供
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地方政策也给水电企业提供有力支持，如笔者所在的水电企业
所属省份河南省，就出台了《河南省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改革专项
试点方案》，把水电列入二类优先发电计划，年度计划电量按照政府
定价优先出售，超年度计划电量原则上按照市场价格优先出售。

因此，从国家和地方政策上讲，水电企业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不
存在政策限制。

2.3 多数水电大省允许水电企业参与直接交易
据了解，当前贵州、重庆、甘肃、四川、广西、湖北、湖南、山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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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等省市均允许水电企业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比如甘肃规定，省内
装机容量 15万千瓦及以上水电企业;湖北规定，水力发电企业为装
机容量 10万千瓦及以上的企业，水电企业参与直接交易的电量不
低于多年（前五年，不足五年按实际年数）平均实际发电量的 10%。

2018年 2月 24日，国家发改委探讨完善市场机制建设，促进
清洁能源消纳，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据悉，（今年 3月完成了《可再
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开始征求相关单位的意见）。随着电
力市场化交易的加快，促进更多进一步放开发电企业市场准入政
策，促使更多的省份允许水电企业参与电力直接交易。

3 水电企业参与电力市场直接交易的探索和成效
近年来，水电企业参与电力体制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以降低

电价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目标有效推进，越来越多的用电企业
享受到水电企业参与市场化电力交易所带来的利益。

各地也相继增加水电企业在电力市场交易的准入数量，以实际

行动推动国家有关电改政策的落地。例如：2017年重庆市新增准入
电力市场化交易试点的 8家企业中，有 7家是水电。在云南，水电企
业参与电力交易市场化最多。截止 2017年 8月，有 136家水电类企
业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贵州省也有 31家水电企业获得电力市场
直接交易准入。

在电力市场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水电企业参与电力市场化交
易，在国家层面上，可以免除给火电企业的补贴，直接带来收益，同
时也能提高水电企业的盈利能力，增加水电企业的效益，有效解决
弃水问题，提高清洁能源的利用率，降低污染。更加凸显出水电能源
的绿色低碳优势。

4 结束语
新电改之前，发电企业售电，由电网企业统购统销，企业只存在

与政府相关部门和电网企业的交集。新电改之后，水电效益弹性大，
水电企业无论通过大用户直购电，还是设立售电公司销售电力，都
将获得市场化的合理电价，平均电价水平将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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