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用环保行业重大事项点评：

消除区域壁垒助消纳 电力全

面走向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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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近日颁布，提出

2025 年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初步建成&2030 年基本建成的目标。建设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标志国内电力计划机制在“十四五”将全面走向市

场化，推行全国电力市场有助打破省间壁垒提升流动性，对于保障新能源

消纳将起到明显推动作用。推荐中国核电、三峡能源、华润电力（H）、龙

源电力（H）、华能国际（A&H）、华能水电、福能股份、川投能源、国投

电力、中国电力（H）、吉电股份等。 

事项：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实现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

内共享互济和优化配置，提升电力系统稳定性和灵活调节能力，国家发改

委及能源局近日颁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统一交易规则和技术标准等

新要求，要求到 2025 年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初步建成，到 2030 年全国

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国内发展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基础已经具备。此外，自 2015 年新一轮

电改以来，国内在电量市场化方面已经取得明显进展，2021 年国内市场化

电量占比已经达到 45%，中长期交易和辅助服务市场基本覆盖，首批 8 个

现货试点已进入结算试运行阶段，以省级电力市场为基础、以全国统一电

力市场为方向的电力市场建设已经具备基础。从海外经验看，电力市场交

易规模扩大通常伴随着交易范围扩大化和交易方式规范化，国内逐步走向

全国性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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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为电力市场顶层机制重要设计。在建设新

兴电力系统过程中，国内传统以省为单位的省内电力资源配置和平衡无法

充分解决新能源大规模接入带来的能源供给间歇过剩、系统调节能力不足

等问题。我国清洁能源特别是风光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而国内电力消

纳主要在东部沿海省份，具有典型的能源生产消费逆向分布特征，新能源

高速发展相应需要建立全国电力市场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此同时，新

能源在电源中占比日益提高也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出较高要求，需

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电源互补互济，相应也需要以全国性市场体系的方式

推动电力系统供需平衡和电力市场运营有序衔接。国内传统省间市场存在

交易标准不统一、省间市场分割严重的问题，因此发展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以统一交易技术和数据标准，有助打破区域壁垒并提升电力跨省流动性，

最终实现新能源的大规模有序消纳。 

电力计划机制全面走向市场，清洁能源将加快参与市场力度。“意见”

提出将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分类推动燃气、热电联产、新能源、核电等

优先发电主体参与市场，提出要完善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市场机制，有序

推动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在 2030 年实现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交易。

在新能源市场化过程中，建立与新能源特性相适应的中长期电力交易机制，

引导新能源签订较长期限的中长期合同，并引导有需求的用户直接购买绿

色电力，以市场化方式发现绿色电力的环境价值。在电力全面走向市场过

程中，以市场化方式确定电价是必由之路，“意见”明确要求改革完善煤

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完善电价传导机制，以达到有效平衡电力供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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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风险因素：电力市场改革慢于预期，风光装机慢于预期，上网电价大

幅下降，煤价大幅上涨，风光造价大幅上行。 

投资策略。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标志国内电力计划机制在“十

四五”将全面走向市场化，推行全国电力市场有助打破省间壁垒提升流动

性，对于保障新能源消纳将起到明显推动作用，此外在构建全国性市场体

系过程中，电价机制将更加市场化&电价传导机制也将更加完善。投资建

议遵循三条投资主线：受益电价上涨而扩张 ROE 及业绩弹性的核电，高成

长+降本推动 ROE 改善的龙头新能源运营商及部分火电转型标的；大水电

陆续投产带动新一轮成长周期来临的优质水电，推荐中国核电、三峡能源、

华润电力（H）、龙源电力（H）、华能国际（A&H）、华能水电、福能股份、

川投能源、国投电力、中国电力（H）、吉电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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