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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电力市场从类型上看，包括各种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中长期电

力交易市场、实时交易市场（所谓“现货市场”）等，从地域和层次上看，

包括服务于跨区域交易的国家电力市场、服务于跨省交易的区域电力市场、

服务于省内交易的省级电力市场，以及服务于分布式发电和源网荷储一体

化交易的配电网微平衡电力市场。 

电力是特殊商品，它的“运输”必须依靠专业的电网，统一的电力市

场必须要有统一的电网做物理支撑，而且电网内部还必须联系紧密，电力

潮流可以自由流动，基本不存在电力阻塞问题。中国尽管已经实现全国电

网互联，但做不到让电力潮流自由流动，因为那样不仅安全上不允许，经

济上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特别是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需要在分区平衡基础上实行分而治之，形成电力潮流自由流动的全国统一

电网的可能性更是完全为零。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下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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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的是“全国

统一电力市场体系”而非“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这是两个不能混淆的不

同概念。 

统一的电力市场体系，指的是各个层次和各种类型的电力市场统一规

范交易原则、技术标准，协同运行、融合发展，相互借鉴交易模式、交易

品种，实现信息共享等。统一的电力市场，指的则是在一个电力潮流可以

自由流动的电网内任意进行电量交易。有人认为欧洲电网是一个统一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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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其实是误解。欧洲电网也做不到电力潮流自由流动，基本上还是

按国家分区平衡，没有统一调度，电力市场至少有 7 个交易所和若干个竞

价区，不存在统一交易问题，将其称为欧洲共同电力市场更符合实际情况。 

配电网是整个电网的基础和最现实的部分，一个电网可以没有特高压

网络，但不能没有配电网。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正在促

使配电网向有源化、局域化方向快速发展，配电网不再是单向的配电网络，

已成为或正在成为新型电力系统中双向互动的“基本平衡单元”。配电网

内小型、分散的新能源和储能设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多，其中还

包括相当数量的家庭“产销者”，它们提供的电力基本上无法在上一层级

的电力市场进行交易，搭建新的符合客观要求的交易服务平台已无法回避。

建设配电网微平衡电力市场，实质上是对原来国家推动的分布式发电市场

化交易的发展、完善和规范，它是进一步促进配电网有源化和局域化、提

高新能源就地消纳比例、充分发挥配电网“基本平衡单元”作用的需要。 

尽管发改体改【2022】118 号文中没有提及这个市场，但从客观的需

要看，它与国家电力市场、区域电力市场、省级电力市场一样，是全国统

一电力市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

背景下，配电网微平衡市场的设计、试点、建设应当被作为一项紧急任务

提上日程。 

配电网微平衡市场以分布式发电交易为主。售方市场主体主要有四类：

一是家庭新能源“产销者”；二是配电网内的微网经营者；三是独立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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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式新能源开发商；四是配电企业自身（配电企业成为独立市场主体，不

仅可以经营售电，而且按源网荷储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还可以拥有供区内

的分布式电源，原则上配电企业内的发、配、售业务应在法律上分开）。 

配电网微平衡市场的交易模式可参照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2017

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和《补充通

知》的原则确定，分布式发电交易平台可依托省级交易中心建立，或者由

配电网企业独立在市或县级配电网建立，即配电网微平衡市场可以是省级

电力市场的子市场，也可以是基本独立的市场。交易模式主要有三种：（1）

分布式发电商与电力用户进行直接交易；（2）发电商委托配电网企业代售

电；（3）配电网企业收购后主要在自己的供区内消纳。为保持配电网的平

衡，配电网企业还有责任向其它电力市场购入或售出配电网不足或多余电

力。 

不可否认，配电网企业在自己的供区内具有垄断性，因此对配电网微

平衡市场也需要加强监管，除受政府有关部门监管外，还可考虑成立用户

监督委员会，利用社会力量自下而上进行监督。 

配电网作为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基本平衡单元，是从技术层面定义的，

并不是说一个配电网企业（公司）是一个基本平衡单元。一般可将一个县

级配电网视为一个基本平衡单元，在其之内还可根据技术要求并结合实际

情况，划定更小的“微平衡单元”（一个微网实际上就是一个微平衡单元）。

配电网市场交易平台的设立需要与基本平衡单元的划分相适应，除在市级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