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制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持续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保

障山东电力系统安全、优质、经济运行及电力市场有序运营，

促进源网荷储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电力监管条例》、《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电力辅

助服务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国家能源局山东监管办公室

组织编制了《山东省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2022年

修订版）》、《山东省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2022

年修订版）》、《山东省风电场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2022

年修订版）》、《山东省光伏电站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2022

年修订版）》、《山东省储能电站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山东省地方公用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新主体纳入山东“两个细则”管理

（一）独立储能电站

纳入范围：由地市级及以上电力调度机构直接调度的容

量 5兆瓦/2小时及以上的独立储能电站。

（二）地方公用发电厂



纳入范围：由地县级电力调度机构直接调度的地方公用

发电厂。

二、增加辅助服务新品种

根据山东电网新能源装机及占总装机比例不断提升的发

展要求，增加转动惯量、快速调压、一次调频辅助服务品种。

（一）纳入范围：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电站。

（二）起始阶段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电站的转动惯量、

快速调压、一次调频辅助服务品种补偿费用由风电场、光伏

电站和储能电站按发电量的比例分摊。

三、完善机组、新能源等考核补偿条款

（一）优化完善机组降出力、一次调频等考核条款。

1. 提高机组降出力考核力度

机组降出力月最大考核电量提高为不超过机组当月上网

电量的 2%。供暖期民生供热机组（热电比大于 50%）基本调

峰考核系数取值为 0.15，供暖期非民生供热机组、非供暖期

机组基本调峰考核系数取值为 0.2。每年 7-8月、11月至次年

1月及有序用电日保供期间基本调峰考核系数取值为 6，其他

时段保供期间基本调峰考核系数取值为 4。

2. 增加机组非计划停运免考核条款



按电力调度机构要求低谷调峰期间机组运行在额定容量

的 40%及以下出力且不影响电力平衡时产生的非计划停运，

不计入非计划停运考核。

3. 修订机组一次调频考核参数

考虑山东电网受端电网特性，以及新能源迅猛增长态势，

强化火电机组在电网异常情况下的快速、大幅度负荷调整能

力，机组一次调频正确动作率考核系数调整为 1，一次调频性

能考核系数调整为 3。

（二）优化完善风电场、光伏电站考核条款

1. 增加配建储能运行考核要求

风电场、光伏电站配建储能功率可用率、容量可用率、

非计划停运纳入考核，增加配建储能 AGC考核要求。

2. 修订功率预测考核要求

增加风电场、光伏电站中期功率预测考核要求，修改风

电场、光伏电站日前功率预测和超短期功率预测考核方法。

其中，日前功率预测、超短期功率预测准确率按照场站预测

曲线与实际出力曲线的偏差面积进行考核。

3. 增加一次调频、惯量响应和快速调压考核要求

风电场、光伏电站必须具备一次调频、惯量响应和快速

调压功能，新投产风电场、光伏电站不具备不允许并网运行，

存量风电场、光伏电站应在能源监管机构要求的期限内完成



功能改造。存量风电场、光伏电站具体完成功能改造期限另

行通知。

4. 明确分项考核与返还原则

风电场、光伏电站分项参与考核和返还。风电场、光伏

电站单项考核费用按发电量比例进行返还。风电场、光伏电

站能够得到的全部返还费用为各单项返还之和。

四、健全信息披露、报送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管理，规范“两个细则”相关数据报送要求，

对电力调度机构数据结果计算、发布，各发电企业、市场主

体数据核对及确认工作，考核结果报送时间节点均予以调整。

五、更新考核费用计算模式

对于火电机组调峰能力、非计划停运，考核费用使用考

核发生时段电量电费结算均价进行计算。对于其他考核项目，

考核费用使用月度电量电费结算均价进行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