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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25 日，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会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

政策研究所共同举办了电力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平台活动之系列八：电力市场设计

中美对话。会上特别邀请到三位美国专家，分别对电力市场设计、可再生能源消纳、

需求侧资源整合等话题进行详细介绍，同时还就电力市场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与三位

国内专家进行深入的闭门对话和交流。参会者还包括数十位业内专家。与会专家都

认同了电力市场设计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需要谨慎对待。值得关注的是，国内专家

对电力现货市场均持有乐观态度。 

1. 议题背景 

2015 年 3 月出台的电改九号文，为中国电力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未

来电力，应该是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且可负担的。然而，如何更好地贯彻落

实九号文、实现电力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摆在中国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由于电力

商品的独特性，电力市场的设计尤为重要。 

横观世界，美国电力市场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不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供应侧

和需求侧资源的综合规划利用，同时为消纳可再生能源提供了保障。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国外电力市场设计的理念和经验，必将为中国完善电力市场、构建绿色未

来提供有价值的启示和借鉴。为此，“电力圆桌会议平台”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

在北京举办第八次圆桌论坛“电力市场设计中外对话”，邀请美国专家就电力市场

设计中的关键问题进行详细介绍，并与国内专家展开对话和交流。 

2. 总结展望 

本次对话从电力市场设计的关键问题出发，探讨了电力市场发展过程中需要注

意的问题，包括可再生能源消纳、需求侧资源整合等。会议实现了预期目标，通过

搭建的圆桌平台，中美双方就电力市场设计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对话。

美方对电力市场设计提出的诸多建议，中方对电改进程的判断以及对现货市场的预



期，都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借鉴。总结来看，本次会议提出以下

几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 电力市场设计需要谨慎。电力市场设计十分重要，不管是竞争性市场还是垄

断性市场，也不论设定的目标是减少排放，还是消纳可再生能源，都需要谨

慎对待。同时，电力市场不是独立存在的，在设计电力市场规则时，应统筹

考虑其他政策和资源。 

• 跨区规划很重要。跨区调度可再生能源，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环境效益。美国

经验显示，通过协调调度，3 年内可以累计实现约 10 亿美元的节约收益。 

• 充分发挥需求侧资源的灵活性。电力市场通过利用电力资源的灵活性，可以

消纳更多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体系的灵活性越高，吸纳的可再生能源越多。

需求侧资源和供给侧资源一样具有灵活性，甚至比供给侧更为灵活。电动汽

车是很好的需求侧资源，其灵活性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 未来电力市场中辅助服务将增加比重。未来电力市场应包含能源服务和辅助

服务两种，并且能源服务的收入在减少，辅助服务的收入在增加。 

• 中国电改步伐加快。2015 年是新一轮电改启动年，2016 年重在政策落实和

试点工作全面开展。总体来看，市场电量放开的步伐很快，计划电量占比将

逐年下降，交易市场将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 中国电力企业面临严峻挑战。随着电改不断深化，电力企业风险在不断累积，

形势严峻。避免产能严重过剩，是电力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 中国电力现货市场值得期待。现货市场是对电力批发市场最好的补充，可以

推动新能源发展。但中国现货市场的构建需要一个过程，应稳妥、谨慎对待。 

• 容量市场的必要性。美国只有部分地区出现容量市场，容量市场不一定适用

于所有国家和地区，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容量市场出现的原因在于，其

一，电能市场本身的收益不足以回收投资成本；其二，以较低成本满足尖峰

负荷的需求。 

 

3. 对话环节 

对话环节，中美双方就以下一些问题展开讨论和交流： 

• 容量市场的必要性。美国只有部分地区出现容量市场，容量市场并不适用于

所有国家和地区，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容量市场出现的原因在于，其一，

电能市场本身的收益不足以回收投资成本；其二，以较低成本满足尖峰负荷



的需求。 

• 煤电过剩导致的搁浅成本如何处理。搁浅成本，在过渡到竞争性市场过程中，

由消费者承担，即体现在电费中。 

• 现货市场的作用 。现货灵活的价格机制，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消纳。然

而，在设计现货市场时，需要制定严格的监管机制。 

• 输电规划的难点。在中国，输电规划由政府制定。中国资源集中在西部，负

荷集中在东部沿海，因此需要建立远距离、大规模的输电网络。输电规划的

困难之处主要有：经济预期出现偏差；波动性的可再生能源增加输电难度；

输电效率低，输电成本高。 

• 交叉补贴将被取消。目前在中国，交叉补贴现象普遍存在，主要是政治压力

大。未来将缓步推进、进入全面市场化，从而取消交叉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