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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作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重点任务，一直以来备受关注。2025年是全国统一电

力市场初步建成的冲刺之年，在这一关键节点，如何

有效应对各方挑战，推动电力市场化改革进入纵深推

进新阶段？

日前，在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主办的2025年电

力市场发展论坛上，与会嘉宾聚焦体制机制建设，共

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电力市场演进路径，为服务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电力资源配置向市场化转型

当前，我国电力市场建设持续深化，制度框架全

面夯实，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加快构建。省间、区域、

省内中长期交易常态开市，区域、省内、辅助服务市场

全面覆盖，电力资源配置已经实现了以市场为主导的

重要转型。

根据中电联发布的数据，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由

2016 年的 1.1 万亿千瓦时增长至 2024 年的 6.2 万亿千

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由 17%提升至 63%。

2024 年，全国跨省跨区市场化交易电量 1.4 万亿千瓦

时，较2016年增长十余倍。

“从计划走向市场，电力市场总体框架基本形成，

交易规模持续扩大。”中电联党委书记、常务副理事长

杨昆介绍，目前，市场主体数量已由2016年的4.2万家

增加到81.6万家，新型储能、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等

新型经营主体超过 4000 家，市场开放度、活跃度均大

幅提升。

统一市场协同运作加强，电力商品价值体系也逐

步向多元化拓展。2024年，全国新能源市场化交易电

量超过 1 万亿千瓦时，占新能源发电量的比重达到

55%，意味着新能源已具备全面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

条件。

随着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新能源消纳等方

面持续发挥积极作用，今年前5月，我国绿电交易量再

上新台阶，达到 2209.4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9.2%。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稳步建设，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不断加速。

“近年来，我国绿色消费需求持续提升，绿电交易

快速增长，2024年绿电绿证交易电量达到4460亿千瓦

时，充分体现了绿色电力的环境价值，增强了外向型

企业的绿色竞争力。”杨昆表示。

统筹“三元挑战”难度加大

从2015年逐步放开发用电计划，到2025年新能源

发电全面入市，十年来，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成效显

著，电力市场化建设快速推进，但推动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深化发展，仍需在挑战中破冰前行。

中电联党委委员、专职副理事长安洪光认为，全

国电力市场框架虽已初步构建，但各地在市场规则方

面差异较大，市场交易品种之间的衔接机制有待加

强，市场干预和壁垒尚存；同时，新能源面临着发展、

消纳与价格的多重挑战，绿色价值体现不足，绿证应

用场景有待丰富。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总经理、党总支副书记谢开同

样表示，随着电力系统安全机理和平衡模式发生深刻

变化，新能源超常规发展在电力市场运行中表现出一

系列矛盾，统筹安全、绿色、经济“三元挑战”难度显著

增加。

“一方面，能源装机快速增长与保供难并存，能源

安全与绿色转型需要统筹；另一方面，新能源消纳难

与绿电需求满足难并存，绿色转型与经济高效需要统

筹；除此之外，市场价格走低与系统成本提升并存，能

源安全与经济高效需要统筹。”谢开解释。

截至 4 月底，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 15 亿

千瓦，占全国总发电装机的比重达到44%，历史性超过

火电装机规模。伴随新能源入市比例不断提高，火电

利用小时数持续下降，系统调节能力面临严峻挑战，

中远期电力电量平衡承压加剧。同时，新能源消纳问

题常态化出现，绿电供需矛盾较为突出。高比例新能

源的接入，也让电能量市场价格整体下行，系统成本

快速上升。

“目前，现货省份电能量市场价格普遍降至煤

电标杆价以下，且整体呈持续下行态势。而系统消

纳新能源的成本逐年上升，据测算，新能源渗透率

每提高 1 个百分点，系统成本将增加 1 分/瓦时左

右。”谢开称。

多方面协同推进系统化建设

电力市场作为能源转型的关键环节，其建设与发

展不仅关乎能源行业的未来，更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

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

设，需以清晰的发展目标为导向，推动多主体、多维度

协同发力。

“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离不开统一的市场基础

规则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优化完善电力市场顶层

设计，要统一电力市场‘度量衡’，更好地发挥市场功

能作用。以基本规则为基础，及时制定、修订各项基

本规则。推广标准化交易品种与交易流程，建立全国

统一电力市场评价体系。”安洪光强调。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季明彬表

示，紧扣初步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目标任务，下一

步，国家电网将加快完善市场核心规则和运营评价体

系，积极推动建立跨经营区常态化交易机制，持续加强

区域内省间市场机制建设，加快推进中长期、现货两个

市场全覆盖，有效承接新能源全面入市参与交易。

据了解，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经营区内，累计注

册的市场主体已达 71 万家，今年 1 至 5 月市场化交易

电量 2.02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5%，占总交易电量

的75.8%。新能源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发电量比例达到

53.6%，绿电交易 160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绿证

交易4740万张，同比增长41%。

中国能源研究会党委书记、理事长史玉波认为，

统筹推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除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市场规则与政策体系外，还要着力推动市场融

合，通过跨区域电力市场交易平台打破区域壁垒；强

化技术创新，提升电网的智能化水平；加强市场监管，

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未来，

要通过建立绿色电力交易机制，引导用户侧绿色电力

消费，推动能源生产侧向绿色低碳转型，借助市场手

段，促进储能、虚拟电厂等灵活性资源发展，提升系统

调节能力。同时，加强电碳市场体系协同，完善绿电

交易、绿证交易和碳市场的有力衔接。”史玉波称。

（来源：能源中国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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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全国新增建档立卡
新 能 源 发 电 项 目 一 览 表

（单位：个）

地区

全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山东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西藏

广东

广西

海南

贵州

云南

风电

32

0

0

8

6

2

1

0

0

0

0

7

0

0

0

0

0

0

2

0

0

2

1

1

0

0

0

0

1

0

1

0

集中式

光伏发电

54

0

5

8

6

2

1

0

0

0

0

7

0

0

0

0

0

0

2

0

0

3

1

1

0

7

0

0

1

0

1

9

工商业分布

式光伏发电

4821

4

76

44

972

98

17

1

3

0

66

526

484

295

92

33

116

21

118

27

17

169

5

2

3

0

0

157

135

14

99

1227

生物质

发电

10

0

0

2

0

1

0

0

0

0

0

3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合计

4917

4

81

62

984

103

19

1

3

0

66

543

484

295

93

33

117

21

122

27

17

174

7

4

3

7

0

157

139

14

101

1236

（来源：国家能源局）

地区

全国

山西

内蒙古

陕西

新疆

贵州

安徽

河南

宁夏

山东

云南

甘肃

2025年

1—5月累计

198537.2

54174.5

53079.8

31898.1

22396.4

6349.4

4411.0

4375.7

4182.0

3643.3

3129.6

2882.3

去年同期

累计

187254.4

47708.8

52616.3

30938.2

20404.1

5671.5

4394.7

4242.9

4313.3

3682.0

2913.8

2849.2

累计同比

增减（%）

6.0

13.6

0.9

3.1

9.8

12.0

0.4

3.1

－3.0

－1.0

7.4

1.2

2025年

5月当月

40328.4

11008.7

10364.4

6741.1

4665.1

1384.4

866.0

876.5

873.1

753.8

635.8

526.6

去年同期

当月

38700.6

10643.3

10069.0

6663.1

3925.9

1269.2

854.8

923.4

902.0

812.1

594.1

479.1

同比增减

（%）

4.2

3.4

2.9

1.2

18.8

9.1

1.3

－5.1

－3.2

－7.2

7.0

9.9

地区

黑龙江

河北

辽宁

四川

湖南

江苏

吉林

青海

福建

广西

江西

湖北

2025年

1—5月累计

2521.7

1751.7

1266.2

818.8

366.9

340.0

322.3

290.8

169.7

110.7

31.1

25.1

去年同期

累计

1851.6

1847.1

1208.2

811.7

368.8

392.9

390.6

305.9

168.8

105.5

42.0

26.4

累计同比

增减（%）

36.2

－5.2

4.8

0.9

－0.5

－13.4

－17.5

－4.9

0.5

5.0

－26.0

－5.0

2025年

5月当月

523.2

365.7

236.7

169.2

60.8

80.8

60.9

58.9

40.3

23.7

7.3

5.5

去年同期

当月

391.8

358.3

246.2

189.7

65.0

82.5

80.8

71.1

41.4

20.2

11.5

6.1

同比增减

（%）

33.5

2.1

－3.9

－10.8

－6.5

－2.0

－24.6

－17.1

－2.6

17.1

－37.2

－10.2

2025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分地区）一览表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单位：万吨）

电力市场在挑战中破冰前行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高温闷热天气，叠加经济增

长双重拉动，各地电力负荷快速攀升。7 月 4 日，全

国最大电力负荷达到 14.65 亿千瓦，较 6 月底上升约

2亿千瓦，创历史新高（2024年为14.51亿千瓦），较去

年同期增长接近1.5亿千瓦。

入夏以来，华东地区，蒙东、江苏、安徽、山东、河

南、湖北等6个省（区）电网创历史新高。

目前，全国电力供应总体平稳有序。据中国气

象局预测，7 月 4 日至 10 日，黄淮、江汉、江南等地将

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部分地区达到或超过历史同

期极值，预计华东、华中地区电力负荷还将不断攀

升，带动全国电力负荷持续增长。国家能源局将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和电力供需形势，指导各地和电力

企业充分做好机组稳发满发、跨省跨区电力余缺互

济，及时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清凉度夏用电需要，全力服务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来源：国家能源局）

迎峰度夏全国电力负荷首创新高

目前，我国电力市场主体数量已由 2016年的 4.2万家增加到 81.6万
家，新型储能、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等新型经营主体超过 4000家——

日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 1—5 月全国电

力市场交易情况。

1-5 月，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市场

交易电量 24494.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7%，占全社会

用电量比重为61.8%，同比提高1.36个百分点；占售电

量比重为75.9%，同比提高1.74个百分点。其中，全国

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 18415.0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1.2%。

5 月份，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完成市场交易

电量 5025.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7%。其中，全国电

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 3684.8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1.2%。

1-5 月，省内交易电量合计 18960.5 亿千瓦时，其

中电力直接交易18137.4亿千瓦时（含绿电交易1040.6

亿千瓦时、电网代理购电3042.9亿千瓦时），发电权交

易 820.1 亿千瓦时，其他交易 3.1 亿千瓦时。省间交易

电量合计 5533.8 亿千瓦时，其中省间电力直接交易

278.2 亿千瓦时、省间外送交易 5055.1 亿千瓦时、发电

权交易63.8亿千瓦时、省间现货交易136.8亿千瓦时。

5月，省内交易电量合计3845.0亿千瓦时，其中电

力直接交易3630.2亿千瓦时（含绿电交易237.7亿千瓦

时、电网代理购电 406.9 亿千瓦时），发电权交易 214.7

亿千瓦时，其他交易 0.1 亿千瓦时。省间交易电量合

计 1180.7 亿千瓦时，其中省间电力直接交易 54.0 亿千

瓦时、省间外送交易1079.4亿千瓦时、发电权交易14.8

亿千瓦时、省间现货交易32.4亿千瓦时。

1-5月，国家电网区域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

成市场交易电量 18853.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5%，其

中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完成省间交易电量合计为

4686.5亿千瓦时；南方电网区域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

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4403.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8%，其中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完成省间交易电量

合计为847.3亿千瓦时；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

完成市场交易电量1237.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

1-5月，全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

为1841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其中，省内电力直接

交易（含绿电、电网代购）电量合计为18137.4亿千瓦时，省

间电力直接交易（外受）电量合计为277.7亿千瓦时。

5月，全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其中，省内电力直接交

易（含绿电、电网代购）电量合计为3630.2亿千瓦时，省间

电力直接交易（外受）电量合计为54.6亿千瓦时。

1-5 月，国家电网区域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

合计为 13820.9 亿千瓦时，同比持平；南方电网区域中

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3487.5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1.8%；蒙西电网区域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

计为110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2%。

（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1-5月电力交易中心累计完成交易电量同比增长 5.7%

近日，国内首条跨省跨区长距离、大规模绿氢管道项

目——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至京津冀地区氢气输送管道示

范工程内蒙古段正式获批。

该管道是推动绿氢规模化输送、探索氢能“制储输用”

一体化商业运营模式的国家级试验示范项目，由中石化新

星（内蒙古）西氢东送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当前，内

蒙古大力完善绿氢管道基础设施建设，出台全国首个绿氢

管道省级规划，谋划打造“一干双环四出口”的绿氢管网，

全面打通绿氢本地消纳和外送通道。下一步，内蒙古将结

合绿氢资源和市场需求，加强与周边省区市绿氢贸易合

作，持续推动绿氢管道建设，打造辐射周边重要消费市场

的氢气输送基础设施，支撑内蒙古建设成为北方绿氢供应

中心和全国最大绿氢生产输出基地。 （新华社供稿）

全 国 首 条 跨 省 跨 区
绿氢管道内蒙古段获批

7月4日3时12分，正值迎峰度夏电力保供重要时期，

随着 9 号机组叶片缓缓转动，三峡集团江苏大丰 800 兆瓦

海上风电项目实现首批机组并网。该项目位于盐城市大

丰区东北方向海域，由 H8-1 号、H9 号、H15 号、H17 号四

个场址组成。其中，H8-1号场址中心离岸距离80千米、最

远点离岸距离85.5千米，是我国当前已并网发电的离岸距

离最远海上风电项目。

据悉，三峡大丰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由三峡集团、江

苏省国信集团等共同出资建设，共安装 98 台风电机组，配

套建设 2 座 20 万千瓦海上升压站和 1 座 40 万千瓦海上升

压站，总装机容量 800 兆瓦，将于今年 12 月底前实现全容

量并网。 （来源：中国能源新闻网）

我 国 离 岸 最 远 海 上
风电项目首批机组投运

6月30日，南方电网公司2025年22个迎峰度夏重点工

程全面建成投产，建设线路总长度1.1万千米，电网输电能

力进一步提升，直接增加变压器容量 295.69 万千伏安，可

满足6万个家庭用电需求。

截至目前，南方电网最高电力负荷2.4亿千瓦，同比增

长6.1%。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南方电网最高电力负荷预计

达到 2.7 亿千瓦。今年上半年，南方电网公司加快推进电

源送出、新能源并网、网架完善等保供项目，强化保供基础

保障，同时通过直流大负荷试验，为用电高峰期直流线路

长时间、满负荷运行做好准备。 （来源：中国能源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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