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省发展改革委 浙江能源监管办 省能源局关于印发

《2024 年浙江省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宁波市能源局，省电力公司、省能源集团、各中央发电集团

浙江分公司，浙江电力交易中心，各有关发电企业、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

根据国家关于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工作部署和我省电力市场体系建设有关工作要

求，现将《2024 年浙江省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各单位遵

照执行。

附件：《2024 年浙江省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能源局浙江监管办公室 浙江省能源局

2023 年 12 年 11 日

https://fzggw.zj.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7d30d4bba37541d4912b677126a5ced7.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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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省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中长期+现货”的省级电

力市场体系，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号）、《浙江省统筹推进能源绿

色低碳发展和保供稳价工作三年行动方案》（浙政办发〔2022〕60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交易规模

2024年浙江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根据全省工商业用户年度总

用电量规模确定。其中，中长期交易电量占比不低于 95%，中长期

未覆盖的现货交易电量占比不高于 5%。

二、主体类型、交易模式和准入方式

（一）电力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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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居民（含执行居民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

中心等公益性事业用户，下同）、农业用户外，全省工商业电力用

户全部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交易模式分为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用

户直接向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兜底售电和电网企业代理购

电（间接参与）。

2.1-10千伏及以上用电电压等级的工商业用户原则上要直接参

与市场交易。35千伏及以上用电电压等级的工商业用户可以自主选

择参与电力批发交易或由售电公司代理参与电力零售交易。

3.不满 1千伏用电电压等级的工商业用户和暂无法直接参与市

场交易的 1-10千伏及以上用电电压等级工商业用户可间接参与市

场交易。鼓励不满 1千伏用电电压等级的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市场

交易。

（二）发电企业

1.优先发电用于保障居民、农业用电价格不变。

保障性电源：省内非统调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能、垃圾

发电等、秦山核电（一期）、三门核电和省外三峡、白鹤滩、四川、

新疆等执行保量保价的优先发电电量用于保障居民、农业用电价格

不变。

2.放开燃煤发电、风电和光伏发电，确保市场化用户可交易规

模平衡。

市场化电源：符合国家基本建设审批程序并取得电力业务许可

证（发电类）的省统调燃煤、宁夏来电、皖电送浙机组，自愿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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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

3.其他发电用于平衡电网代理购电和兜底售电用户电量需求。

其他电源（高低价电源）：省统调燃气、水电、跨省跨区水电

（溪洛渡）、秦山核电（二期、三期、方家山）等省内外其他电源。

市场初期，做好外来电等高低价电源与省内市场化交易的衔

接。原则上其他电源按电价自低到高作为电网代理购电用户（含线

损电量）、兜底用户的采购电源。电网企业应每月做好发用电及其

他电源电量预测。满足电网代理购电用户（含线损电量）、兜底用

户用电需求后多余电量，通过月度集中交易投放市场，月度交易投

放价格参照年度市场交易参考价；不足电量部分通过月度集中交易

市场化采购。

（三）售电公司

1.在浙江电力交易中心完成市场注册公示并取得交易资格的售

电公司可参与市场交易。被取消交易资格或列入信用黑名单的售电

公司不得参与市场交易。

2.省内开展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的增量配网企业，在浙江电

力交易中心完成售电公司注册后，可参与市场交易。

3.鼓励各市通过属地化方式（当地售电公司）分级分区承接兜

底售电用户。

三、交易电量

（一）电力用户及售电公司

年度交易电量原则上不低于上一年度用电量的 80%，其余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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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通过月度（月内）交易或（和）现货交易实现。

（二）发电企业

1.省内发电企业

（1）煤电：省统调煤电全年市场化交易电量暂按 2600亿千瓦

时确定（根据年用电增长适时调整）。

（2）风电光伏：无补贴的风电和光伏发电可参与绿电交易，

鼓励有补贴的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综合补贴和绿电交易价格等因

素）与电力用户自主协商参与绿电交易。绿电交易电量全部为中长

期交易电量。

2.省外发电企业

宁夏来电、皖电东送市场化交易电量根据两省政府间协议和国

家优先发电计划确定，电网企业代理购入部分电量，以月度集中

竞价方式投放，月度交易投放价格参照年度市场交易参考价，具体

参与方式综合两省政府间协议和华东区域电力市场政策统筹明确。

四、交易价格和用电价格

（一）交易价格

1.市场交易价格根据参与方式（直接或间接）分为直接交易价

格、兜底售电价格和代理购电价格。市场交易价格中包含环保和超

低排放电价。

2.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执行“基准价+上下浮动”市场价格机

制，上下浮动范围不超过 20%，当燃煤发电企业月度结算均价超过

燃煤基准价上浮 20%时，按燃煤基准价上浮 20%进行结算。高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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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 20%限制。电力现货价格不受 20%限制。

3.其他电源（高低价电源）暂按现行上网电价进行结算。代理

购电价格测算电能量价格（不含发用两侧电能偏差费用）、兜底售

电价格对应高低价电源采购电量按照年度、月度市场交易参考价确

定。其中，M月交易价格=80%×M-1月交易机构公布的高低价电源

年度参考价+20%×M-1 月交易机构公布的高低价电源月度参考价。

年度市场交易参考价按省内年度交易（年度双边协商交易和年度集

中交易）加权平均价格确定，月度市场交易参考价按省内月度交易

（月度双边协商交易和月度集中交易）加权平均价确定。

（二）用电价格

1.市场化用户用电价格由上网电价（直接交易价格叠加发用两

侧电能偏差费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

（包括辅助服务费用、抽水蓄能容量电费等，下同）和政府性基

金及附加组成。

2.兜底用户用电价格由兜底售电价格（含发用两侧电能偏差费

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和政府性基金

及附加组成。

3.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电价由代理购电价格（含发用两侧电

能偏差费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

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

（三）分类用户用电价格

1.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改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拥有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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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发电自备电厂、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其购电价格执行电

网企业代理其它用户购电价格的 1.5倍。尚未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

高耗能用户原则上要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暂不能直接参与市场交易

的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其购电价格执行电网企业代理其它用户购

电价格的 1.5倍。

2.对电压等级不满 1千伏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用电实行阶

段性优惠政策，不分摊天然气发电容量电费等费用。现货市场运行

时，不参与成本补偿分摊，辅助服务费用在电能量费用中作等额扣

除。

3.执行分时电价政策的工商业用户按照价格主管部门发布的分

时电价政策规定的时段浮动比例形成分时结算价格。

五、交易组织

（一）注册绑定

市 场 主 体 需 按 照 相 关 要 求 在 浙 江 电 力 交 易 平 台

（https://zjpx.com.cn）完成注册。

1.发电企业、批发市场用户签订入市承诺书，并按照要求在交

易平台办理入市注册或信息变更相关手续。售电公司，签订入市承

诺书，向浙江电力交易中心递交申请资料和相关证明材料，按相关

规定在交易平台办理注册手续。

2.零售用户与售电公司通过在交易平台签订零售合同进行绑

定，零售合同原则上采用电子合同签订，具体参照《浙江省电力零

https://zjp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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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市场管理办法》执行，初期可视情况设置过渡期同时采用电子合

同和纸质合同。电网企业与代理购电用户、兜底售电公司与兜底用

户暂不提交至交易平台绑定。

3.注册备案及发布。浙江电力交易中心汇总市场主体注册情况，

向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和浙江能源监管办公室备案，并及时向

社会公布。

（二）电力零售交易

售电公司与零售用户签订购售电合同，约定单一价格。电网企

业与代理购电用户签订代理购电合同。

1.根据中长期交易电量规模，同一投资主体（含关联企业）所

属的售电公司，交易总电量所占市场份额不超过 20%。兜底售电公

司的兜底电量不计入市场份额。

2.零售套餐封顶及风险预警机制。对基础套餐未选择封顶选项进

行预警，若发生未选择封顶选项触发预警，设置 24小时冷静期，

交易平台同步生成带有水印、二维码的《风险告知书》，电力用户

与售电公司需打印签订后扫描上传或线上电子签章后上传；24小时

冷静期内，可重新选择套餐类型及相关条款。

3.电力零售交易相关未尽事宜参照《浙江省电力零售市场管理

办法（试行）》执行。

（三）电力批发交易

电力批发交易以年度、月度（月内）为周期开展双边协商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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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易，其中集中交易包括集中竞价、滚动撮合、挂牌三种形式，

交易电量、电价按照单一电量、单一价格按月分别确定。电力批发

交易由浙江电力交易中心负责组织实施，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

和浙江能源监管办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监管。

1.年度交易。批发市场用户、售电公司等市场主体与发电企业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电力交易平台提交年度双边协商交易意向协议。

根据年度双边协商交易情况，组织开展年度挂牌交易。

2.月度（月内）交易。根据年度交易情况，及月度（月内）市

场用电需求，适时组织开展月度双边协商交易、月度集中竞价和月

度（月内）挂牌交易。

3.绿色电力交易。持续扩大绿电交易范围。绿电交易优先组织，

市场主体原则上可自主选择参与省内、省间绿电交易，具体按照国

家及省内有关要求执行。

（四）合同签订

市场主体应根据浙江能源监管办、浙江电力交易中心 2024年

的合同示范文本在浙江电力交易平台签订各类电力批发、零售交易

电子合同。各类批发、零售交易合同文本以 2024年合同示范文本

为准，往年已签订多年期合同的，双方可参照 2024年度市场电价

水平重新议价签约。

浙江电力交易中心及时将批发市场交易合同（电子版）签订情

况汇总报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和浙江能源监管办备案。

（五）交易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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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发市场结算由浙江电力交易中心根据批发市场合同、中标

电量、偏差考核等情况，出具结算依据，各市场主体根据结算依据

分别与电网企业进行电费结算。

2.零售用户电费结算由电网企业根据电力交易平台传递的合同

及绑定关系、零售套餐、绿电量价等信息及抄表电量，计算零售交

易电费，经售电公司确认后，叠加发用两侧电能偏差费用、上网环

节线损费用、输配电费、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费用

后，分时电价用户按照分时电价政策规定的浮动比例形成分时结算

价格，并形成零售用户结算总电费，出具零售用户电费账单。售电

公司在批发市场的应付费用和零售市场的应收费用两笔资金分别

记账、结算。规范售电市场运营，着力防范售电公司通过信息不对

称、合谋交易、市场欺诈等不当手段获取超额收益。

（六）安全校核

电力调度机构会同浙江电力交易中心做好各市场主体交易电

量的安全校核工作。

（七）交易时间安排

浙江电力交易中心根据本方案工作要求，加强对市场主体注册

绑定、签约等工作的培训指导，合理安排交易各环节时间节点。现

货市场结算试运行时间按现货市场结算试运行工作方案执行，力争

2024年现货市场转入连续不间断运行。

六、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包括年度和月度煤电价格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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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煤电价格联动

年度煤电价格联动是指以年度为周期按煤炭价格进行联动。年

度交易前，市场主体应合理测算、协商议价形成年度交易价格，推

动煤电电价回归至合理区间。

（二）月度煤电价格联动

月度煤电价格联动是指省内煤电电价以月度为周期根据煤

炭价格进行联动。当月度煤价 A 月度与年度基准煤价 A 年度差值超

过 30元/吨（含）时，启动月度煤电价格联动。基于年度交易价

格 P 年度，结合标煤耗 C 标煤耗，确定月度交易联动价格 P 联动（联动

公式详见附件 1）。当电厂月度实际交易价格 P 月度超出 P 联动时，

通过交易电量限值实施考核。

七、中长期交易电量限值

省统调燃煤电厂中长期交易电量限值以全省平均交易小时

数为基数，综合考虑绿色低碳、保供、稳价、项目等情况设置，

交易电量限值=基数小时数+月度交易电量限值，具体限值方案另

行制定。

八、中长期与现货、辅助服务交易

直接参与现货市场的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与发电企业应在年

度、月度（内）中长期合同中约定包括但不限于分时结算曲线（组）

等、交割结算节点和相应结算价格。若未约定电力曲线，则由浙江

电力交易中心按照典型负荷曲线将合同电量分解至每个最小结算

时段形成电力曲线。现货市场运行时，批发交易合同根据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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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中长期差价合约执行。市场主体参与现货交易电量占比、中

长期与现货衔接其他未尽事宜由现货结算试运行方案另行明确。

积极扩大辅助服务市场份额，推动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参与

辅助服务，待国家政策明确后确定各类电力辅助服务品种、补偿类

型及方式等。

九、保障措施

（一）发挥市场统筹功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统

筹能源绿色、保供和稳价，统筹中长期和现货市场发展，统筹发用

两侧电力电量匹配平衡，统筹现货运行和辅助服务市场建设，统筹

计划放开和市场推进，加快培育售电主体，丰富完善交易品种，不

断优化市场设计，营造良好的电力市场环境。

（二）加强交易组织协同。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和浙江能

源监管办按照职责分工，积极组织协调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和各市

场主体开展市场化交易，增强电力交易中心和电力调度中心等作为

市场运营机构的职责定位，充分发挥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的作用，

构建有序的电力交易格局，杜绝扰乱交易秩序行为。

（三）确保信息公开透明。电网企业应做好代理购电相关信息

公开、电费结算等工作，原则上每月月底前 3日主动公示代理用户

分月总电量预测、相关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偏差、采购电量电价结

构及水平、市场化机组剩余容量相关情况、代理购电用户电价水平

及构成、代理购电用户电量和电价执行情况等信息。电网企业应于

每月底前公布上月全电力市场损益清算结果。电力交易机构应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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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初 3日前公布上月市场集中竞价交易价格、双边协商交易平均

价格、批发侧市场化交易合同均价等批发侧相关价格情况。

（四）完善交易监管体系。电网企业、电力交易机构要按月开

展交易、结算、偏差考核、分摊分享费用、合同履约等的统计分析，

跟踪发电企业、售电企业、电力用户（含兜底、代理购电）各类交

易结算电量、电费，存在异常高价（差）、低价，或者交易电量、

电费明显超出（低于）合理水平的，应当详细分析原因；对于前期

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应当持续监测，仍然存在异常的，做好记

录、评估，提出优化建议；要分析分摊分享费用构成明细及依据情

况。上述运营监控情况应当于每月 8日前书面报送省能源局、浙江

能源监管办。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电力市场成员的监管，及时查

处电力市场交易各环节信息公开不准确、结算不及时、合谋交易、

行使市场力等违法违规行为。

十、其它

（一）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浙江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版）》《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浙

发改价格〔2021〕406号）《关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

及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文件执行。本方案为总体工作方案，后续将

发布交易细化工作通知。

（二）省统调煤电执行两部制价格机制，容量电价按照国家和

我省政策执行，电量电价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灵敏反映电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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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燃料成本变化等情况。

（三）执行中如遇有关问题和情况，请根据实际及时向省发展

改革委、省能源局和浙江能源监管办报告，或与浙江电力交易中心

联系。联系电话：省能源局，0571-87058255；浙江能源监管办，

0571-51102738；浙江电力交易中心，0571-51216666。

附件：月度煤电价格联动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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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月度煤电价格联动计算公式

P 联动 = P 年度 + （A 月度- A 年度）÷5500 × 7000 × C 标煤耗 ÷

10000

P 联动：月度交易联动价格。当月燃煤发电企业交易价格

联动水平，单位为“分/千瓦时”。

P 年度：年度交易价格。燃煤发电企业年度交易价格，单

位为“分/千瓦时”。

A 年度：年度基准煤价。根据年度交易价格 P 年、发电综

合成本等综合测算确定，单位为“元/吨”。

A 月度：月度煤价。上月燃煤发电企业电煤（5500 大卡/

千克）价格，A 月度，现货以晾晒电煤采购价格为准，单位为“元/

吨”。

A 月度 = 0.8 ×（A 月度，长协+A 运费）+0.2 ×（A 月度，现货+A 运费）

C 标煤耗：月度标煤耗。上月燃煤发电企业标煤耗，单位为

“克/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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