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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1.新能源发展带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发展 

2.储能技术日趋成熟，在电力体系中地位逐步明确 3.储能调频经济性

凸显，我们预计十四五市场空间 897 亿 4.行业先行者优势明显，运行能力

决定盈利高低碳中和趋势加速，新能源发电占比持续提升双碳目标下，新

能源装机量和发电量快速发展。2015 年-2020 年，中国非化石能源装机由

4.8 亿千瓦上升至 9.9 亿千瓦，CAGR 达到 15.3%，占全国发电总装机比例

由 31.5%上升至 44.8%。2015-2020 年全国风电装机由 1.3 亿千瓦上升至

2.8 亿千瓦，CAGR 达到 16.6%；光伏并网装机由 0.4 亿千瓦上升至 2.5 亿

千瓦，CAGR 达到 43.2%。 

新能源消纳需求旺盛，辅助服务重要性凸显 

新能源发电增加带动电力辅助市场发展。新能源发电波动性强，不可

预测性强。当新能源大量并入电网时，会增加电网的波动，电网安全性或

将受到冲击。风电、光伏和核电的电力辅助服务补偿/分摊费用（分别为

0.03/0.2/0.1）远低于火电的 1.9，显示出它们的高辅助服务需求。我们认

为随着新能源发电量提升，电力辅助市场或迎来大发展。 

我国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规模远低于国际水平。据国家能源局初步统计，

现阶段包括调峰在内的辅助服务费用约占全社会总电费的 1.5%。根据国际

经验，电力辅助服务费用一般在全社会总电费的 3%以上。同时，会随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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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发电量提升而增加比例。 

多品种辅助服务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营电力辅助服务是指为维护

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保证电能质量，除正常电能生产、输送、使用

外，由发电企业、电网经营企业和电力用户提供的服务。以往辅助服务主

要由发电机组提供，随着可再生能源并网规模的不断增长，辅助服务需求

也在大幅度增加，新型储能系统和需求侧资源等已开始提供辅助服务。 

中国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发展历程 

中国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发展经历了 2006 年以前的无偿服务、2006 至

2014 年的计划补偿、2015 至 2017 年的市场化探索到 2017 年以后的加

速市场化 4 个阶段。 

电力辅助服务政策与市场改革齐头并进 

2021 年 12 月修订《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

法》。《规定》、《办法》主要变化包括①扩大了电力辅助服务主体，新增了

对新能源、新型储能、负荷侧并网主体等并网技术指导及管理要求；②新

规丰富电力辅助服务新品种，新增了转动惯量、爬坡、稳定切机、稳定切

负荷等辅助服务品种；③完善用户分担共享新机制；④健全市场形成价格

新机制。 

2021 年 4 月 1 日，南方区域调频辅助服务市场正式启动结算试运行，

成为全国首个以调频为交易品种的区域辅助服务市场，按照“统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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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实施”原则，结合各省（区）实际，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先

行启动，后续云南、贵州两省也将按计划进入结算试运行。 

风险提示 

（1）疫情风险未完全解除，用电量增速的不确定性。 

（2）新能源和储能等竞争性能源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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