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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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套文件、《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国

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体系的指导意见》（发改体改〔2022〕118 号）等文件精神，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山东电力市场体系，积极融入全

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规范电力市场运营管理，国家能源局

山东监管办公室会同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能源

局组织市场运营机构、电网公司、有关经营主体对原《山东

电力现货市场交易规则（试行）》《山东电力中长期市场交易

规则（试行）》《山东电力零售市场交易规则（试行）》进行了

修订，形成了《山东电力市场规则（试行）》（征求意见稿）。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修订背景 

自中发〔2015〕9 号文发布以来，山东电力市场建设以

国家电力市场建设顶层设计思路为指导，在遵循市场经济基

本规律和电力系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一体化设计电力市场，

明晰市场功能定位和交易品种衔接，确定市场模式和架构，



构建了“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零售”市场协同有序的市场

体系，实现了电力市场建设与能源结构转型协调共进。 

山东电力市场设计坚持问题导向、实用实效，创新建立

合理补偿固定成本的发电侧“市场化容量补偿机制”、抑制发

电企业行使市场力的“事前+事后市场力监管机制”、保障民

生供热与市场竞争的“热电解耦出清方式”等一系列特色市

场机制，保障了市场健康运行和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在山东

一体化电力市场设计推动下，山东电力现货市场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进入长周期结算试运行，经过两年多的不间断试运

行，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价格发现作用，高峰高价充分激励供

需紧张时期电源顶峰发电意愿，低谷低电价引导新能源大发

时段调节性资源主动调峰、用户主动填谷，有效激励了源荷

两侧共同参与电网调节，主体多元、竞争有序的电力交易格

局基本形成。在市场机制激励下，截止 2023 年底，山东发电

侧 153 台直调公用煤电机组、1 台直调公用燃气机组、2 台

核电机组（30%市场电量）、564 家新能源场站（其中 44 座全

电量、520 座 10%预期电量）、24 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2 座

风电场与配建储能联合主体、3 家地方生物质电厂参与市场

交易；用户侧 101家售电公司（共代理 2.55万户零售用户）、

5 家批发用户、其他工商业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参与市场结

算。 

随着山东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升，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迅速，现有市场交易机制已不能满足各类

经营主体发展需求，亟需进一步完善山东电力市场规则，健



全完善相关机制。 

二、 修订过程 

2023 年 3 月起，山东能源监管办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

能源局组织市场运营机构、电网公司、市场管理委员会成员、

山东电力市场专班成员、有关经营主体等，基于近年来市场

运行实践，广泛研究讨论，并先后组织了六轮集中工作，就

市场规则中涉及的市场关键机制、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市场方

式设计、市场运行费用等问题逐一进行研究，充分吸收市场

运营经验成果、各方意见，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发挥发挥

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以市场发现价格、以价格引导

行为，促进发用电两侧共同参与系统调节， 按照《电力现货

市场基本规则（试行）》《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等国家

基本规则要求，对原《山东电力现货市场交易规则（试行）》

《山东电力中长期市场交易规则（试行）》《山东电力零售市

场交易规则（试行）》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山东电力市场规

则（试行）》（征求意见稿）。 

三、 主要内容 

《山东电力市场规则（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十九章，

分别是：总则、市场成员、市场构成与价格、中长期市场运

营、现货市场运营、日前市场交易组织、日内市场交易组织、

实时市场交易组织、辅助服务市场运营、零售市场运营、计

量、市场结算、市场力行为监管、信息披露、风险防控、市

场干预、电力市场技术支持系统、争议处理、附则。重点内

容概括如下。 



（一） 系统设计电力市场规则 

构建了“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零售”统一融合的系统

化市场规则，适用于在山东开展的电力中长期市场、现货市

场、零售市场等电能量市场，以及与山东电力现货市场相衔

接的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等。 

（二）不断完善经营主体参与市场机制 

面向符合条件的发电企业、 售电公司、电力用户以及储

能企业、虚拟电厂（含负荷聚合商） 等新兴市场主体开放，

在保障电力供需平衡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通过市

场化竞争实现电力资源优化配置。统筹兼顾电网备用需求及

抽水蓄能机组特性，制定抽水蓄能电站参与市场交易结算机

制；创建了核电参与市场新模式，核电机组保留一定比例优

先发电量、全电量报量报价参与电力现货市场方式；考虑电

网安全运行及新型储能发展趋势，将独立新型储能参与市场

方式优化为报量报价参与现货市场；根据虚拟电厂聚合资源

类型、资源可调能力等因素，分类设置虚拟电厂参与市场交

易结算机制，提高虚拟电厂参与市场的灵活性、可操作性。 

（三）优化电力市场结算机制 

根据国家《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试行）》要求，在规

则中明确中长期交易合约签订时，需要签订中长期结算参考

点，中长期合同电量按中长期合同价格结算，并结算所在节

点与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的现货价格差值，实际电量与中长期

合同电量的偏差按现货市场价格结算。 

将发电侧结算颗粒度由 1 小时调整为 15 分钟，能够更



有效激励调节性电源参与系统调节。 

（四）新建一二次限价机制 

落实国家现货市场基本规则要求，防范市场价格风险，

建立一二次限价机制。正常交易情况下执行一次申报、出清

限价，当市场价格处于价格限值的连续时间超过一定时长后，

设置并执行二级出清价格限值。二级出清价格限值的上限参

考长期平均电价水平确定，有助于维护发用电市场主体合法

权益，促进电力市场规范平稳运行。 

（五）优化市场化容量补偿机制分配方式 

为有序衔接国家关于煤电容量电价机制，结合山东电力

市场现行发电侧市场化容量补偿电价机制，综合考虑发电机

组和新型经营主体运行特性及对保障电力供应的贡献能力，

完善核电机组、新能源、新型经营主体等可用容量计算方法。 

（六）有序衔接机组并网运行考核与电力市场运营 

综合考虑机组运行状态对市场价格影响与市场化用户

价格形成机制，将发电机组因非计划停运、偏计划曲线、降

出力产生的“两个细则”考核费用，分项按照一定比例返还

至市场化用户与发电机组，实现发电机组并网运行管理与电

力市场的有序衔接。 

（七）丰富零售市场套餐种类 

为适应不同类型经营主体多样化需求，进一步降低用户

与售电公司之间的沟通成本，零售套餐在现有种类基础上增

加灵活调节负荷零售套餐，虚拟电厂与具备调节能力的零售

用户签订该类套餐后，可根据自身参与市场调节计划，在月



内按日与用户协商调整零售套餐分时价格，为用户提供更加

具有激励性的零售分时电价，挖掘用户侧资源调节潜力。同

时探索建立与电煤、中长期价格或代理购电价格等联动的价

格联动类零售套餐，以增强市场价格传导的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