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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区域辅助服务市场建设路线图

西北区域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体系建设模式

•	 辅助服务市场应与电力市场发展相适应，分阶段进行、遵循“先区域，后省内”的模式；
•	 明确用户参与辅助服务市场的定位，同时合理分摊辅助服务费用，将辅助服务成本由发电侧有序传导到用户侧；
•	 构架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下的西北区域辅助服务市场，实现区域与省级、辅助服务市场与电能量市场的良好衔接；
•	 完善辅助服务市场评价体系，全面合理反映市场运营效果。

电网运行：
•	 受本地需求不足、调峰能力有限等因素制约，新能源弃电现象有待改善；
•	 火电企业利益受损，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利益协调机制有待完善；
•	 电网建设与电力发展不匹配，源网规划有待协调；
•	 电力市场交易机制不健全，大范围配置资源能力有待挖掘。

电力辅助服务市场：
•	 新能源受阻时空分布不均，区域调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	 市场主体利益协调不足，火电机组调峰能力有待进一步深挖；
•	 市场主体不丰富，市场份额有待进一步扩大；
•	 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市场活力有待进一步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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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辅助服务市场与其他市场的衔接
西北区域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与电能量市场的衔接

西北区域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与省内市场的衔接：先区域，后省内

西北区域电力辅助服务市场机制设计

交易品种
交易机制

辅助服务费用分摊机制
出清机制 价格机制

调峰辅助服务
集中竞价、统一边际价格出清。日前报价，
日内修正， 实时运行根据“按需调用、按序
调用”的原则，优先调用低价的调峰服务 

阶梯报价。调峰辅助服务主要根据电量定价，
其中启停调峰按照启停次数定价。

现状：辅助服务费用主要由发电侧分摊，新
能源电厂承担了较大的辅助服务成本；
弊端：辅助服务的义务不能传导到用户侧，
不利于提升用户自身负荷预测水平及提高市
场主体提供辅助服务的积极性；
建议：建立电力户参与的电力辅助服务分担
共享机制；
路径：考虑到市场初期用户侧尚不成熟，可
由发电企业分摊较大比例，剩余部分分摊到
用户侧。随着市场主体意识的成熟，逐步增
大用户分摊的比例，将辅助服务成本精准传
导至用户侧。 

调频、备用辅助
服务

分阶段建设。市场初期，备用辅助服务在中
长期市场中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获取；市场
成熟后，调频与备用在现货市场中日前报价，
与电能量联合边际出清。

调频辅助服务按容量与电量定价。备用辅助
服务申报电量与容量报价后基于综合购买成
本最小化的原则形成市场统一出清边际价
格。中标的备用机组获得容量费用，若在现
货市场中被实际调用，则再获得能量费用。

有偿无功调节与
黑启动辅助服务 中长期双边合约的方式进行交易 有偿无功调节使用时按照电量定价，黑启动

按照容量及使用次数定价。

区域市场与跨区市场的衔接：建立由跨区市场、区域市场和省内市场三层模式的区域性市场结构

扩大交易品种，发展区域调峰，优化分摊方式，减少新能源弃电

省内调控中心申报调峰需求
调峰服务提供方申报调峰容量和价格

省内调峰辅助 省内调峰需求未满足的部分 调用省内调峰资源 省内调峰需求未满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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