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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近日举办 2023 年一季度新闻发布会，并介绍完善可再生

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制度有关工作进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情况以及全

国电力市场交易规模有关情况。 

市场化交易取得重大突破，电力体制改革仍在路上。根据国家能源局

披露数据，2022 年按交易口径统计，全国市场交易电量共 5.25 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39%，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 60.8%，同比提高 15.4 个百

分点。全国燃煤发电机组市场平均交易价格达 0.449 元/千瓦时，较全国平

均基准电价上浮约 18.3%，涨幅约 7 分/千瓦时。市场化电量占比的显著提

升以及价格的上浮有力缓解了煤电企业亏损局面，而且高位的电价也正体

现出发改委 1439 号文中明确提出的“对市场交易电价在规定范围内的合

理浮动不得进行干预。”更重要的是 1439 号文的明文规定也使得电价摆

脱了过去政策性让利的使命，真正回归由供需决定价格的商品属性。在煤

价高位且电力供需持续紧张的背景下，我们认为 2023 年电价或继续维持

高位的价格刚性。除了煤电电量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外，2022 年我国统

一的辅助服务规则体系也基本形成，2022 年煤电企业因为辅助服务获得补

偿收益约 320 亿元，辅助服务收益一方面激发了煤电企业灵活性改造的积

极性，另一方面也是煤电获取增量收入的初步探索。而且即使在电力市场

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背景下，能源局在《2023 年能源监管工作要点》中

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强化电力市场体系建设”，意味着电力市场化改革

并未止步，市场化改革仍在路上。以辅助服务市场为例，国家能源局表示

将会同相关部门制定辅助服务价格办法，建立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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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服务对煤电从电量主体向系统调节主体的转向扫除商业模式的障碍，优

化煤电机组的盈利能力。 

绿电交易快速推进，调节电源加速扩张扫除障碍。2022 年，我国全年

核发绿证 2060 万个，对应电量 206 亿千瓦时，较 2021 年增长 135%；

交易数量达到 969 万个，对应电量 96.9 亿千瓦时，较 2021 年增长 15.8

倍。而且国家能源局强调，2023 年将继续推动完善绿色电力证书制度，扩

大绿证核发和交易范围，且国家能源局已经明确表示当前相关政策正在加

紧完善，并将适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就意味着 2023 年绿电交

易有望迎来政策层面的再度破局，看好全年成本端持续优化叠加收入端绿

电交易加速推进带来的风光清洁能源的投资机遇。为了保障风光装机的加

速成长，我国调节性电源也迎来突破性发展，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已投

运新型储能项目装机规模达 870 万千瓦，平均储能时长约 2.1 小时，比 2021

年底增长 110%以上。此外，通过优化辅助服务市场，挖掘调节能力超 9000

万千瓦，年均促进清洁能源增发电量超过 1000 亿千瓦时。调节性电源的

加速增长为新能源扩张扫除系统消纳障碍，依然看好 2023 年清洁能源装

机的扩张斜率。 

投资建议 

“碳中和”时代号召和电力市场化改革将贯穿整个“十四五”期间，

我们认为电力运营商的内在价值将全面重估。在此背景下，电力价格形成

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有望催化火电经营边际改善，推荐关注优质转型火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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