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增补修改条款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可再生能源消纳】  为促进可再生能源优先消

纳，鼓励和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愿进入市场参与交易，

保障其消纳优先权和其它合法权益。 

（一）年度交易时，首先组织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专

场批发交易。交易电量不限于丰水期； 

（二）丰水期月度交易时，首先组织可再生能源发电企

业参加双边协商、集中竞价等交易，再组织包括火电企业等

各发电市场主体的交易； 

（三）根据市场运营实际，可以对可再生能源电量批发

交易价差、合同转让价格设定合理上限值。非丰水期月度，

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交易电量规模可视情况预设限额； 

（四）非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在年度双边交易中成交的

电量禁止分解到丰水期月度，确需解禁调整的应经市场管理

委员会讨论通过或报监管机构同意； 

（五）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月度合同电量可以与其它发

电企业一样按规定进行月前转受让，同时允许在可再生能源

企业之间进行月内转让，但月内转让截止时间原则上为当月

25 日。鼓励新能源发电企业与水电之间进行月度合同转让，

尽量减少新能源弃电； 

（六）持有市场交易合同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在省内



确需调峰弃风弃水的条件下，可以优先于其它没有市场交易

合同的可再生能源电厂发电，减弃多发，直至其减弃电量达

到合同电量。 

 

第二条【可再生能源消纳】 暂不开展可再生能源发电

企业月前上下调预招标。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发生合同电量

大于实际发电量时，鼓励通过月内转让的途径转让给合同电

量占比未达到应有比例的其它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非自身

原因导致合同电量未能执行完的，视作下调，相关发电企业

应获得全额下调补偿（按强制下调原则处理），不负责合同

价差电费。下调补偿和合同价差电费按规定处理。 

 

第三条【可再生能源消纳】  发生下调的发电企业以其

下调电量获得全额下调补偿。因用电侧偏差和发电侧强制性

约束性上调、电厂自身原因超发造成的发电下调，下调补偿

及未执行合同的价差电费纳入平衡账户清算，不足部分由超

出月度交易计划电量的发电企业按比例分摊（分摊范围逐步

扩大）；因可再生能源消纳造成的发电下调，下调补偿及未

执行合同的价差电费的一半纳入平衡账户清算，另一半按规

定由可再生能源企业发分摊。但下调补偿和合同价差电费数

额较小、不利于分摊时或分摊压力过大且偏差考核费用有较

大盈余时，可视情况全部纳入平衡账户月度清算。 



计算下调电量时，应扣减因发电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少

发电量。发电企业下调电量首先从月度基数电量中扣减，基

数电量扣减完后再扣减月度市场合同电量。 

 

第四条【可再生能源消纳】  满足以下所有条件时，可

以对当月已作安排的火电基数电量调减至后续月度： 

（一）当月火电基数电量总额达到当月市场合同电量总

额（经交易机构核定）的 10%及以上； 

（二）28日前，进入市场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主体累计上

网电量超出月前预测值 10%及以上（由交易机构正式文件认

定的），并导致火电基数电量无法完成且须承担全部或部分

基数电量下调补偿。 

调减的基数电量（仅指未完成的火电企业）在后续月度

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安排，直到 12 月。不满足以上条件或在

12月份时，不调减当月火电基数电量。 

 

第五条【删改顺价有关内容】  电力中长期交易坚持

市场化定价原则，第三方不得干预；计划电量应随着政府定

价的放开采取市场化定价方式。相关的输配电价、政府性基

金与附加按政府有关规定执行。现阶段的市场交易不改变现

行的峰谷电价、基本电价、功率因素考核等价格政策。鉴于

我省电网输配电价基于省级电网平均购电价格核定，为使交

易规范开展，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确定批发交易基准价。 



发电企业参与交易时，基于政府批复上网电价申报价差；

大用户或售电公司参与交易时，基于批发交易基准价申报价

差；双方达成交易的价差即为市场交易价差。发电企业市场

交易电量的上网电价为政府批复上网电价与市场交易价差

二者之和。对于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市场交易价差与批发

交易基准价相加之和，即为其市场交易价格。参与电力市场

交易的用户购电价格由市场交易价格、输配电价（含线损）、

政府性基金与附加三部分组成，其中输配电价（含线损）执

行国家批复标准。零售市场用户的市场交易价差由用户与售

电公司协商确定。 

 

第六条【删改顺价有关内容】  集中竞价交易申报的基

本要求如下： 

(一)集中竞价交易实行交易申报价格限制，由电力交易

机构对买方和卖方分别提出最高、最低申报价格建议，形成

允许的申报价格区间，报监管机构或政府相关部门备案。申

报价格区间的设定要充分考虑成本、供需情况及其变动趋势。 

(二)集中竞价交易实行申报电量总额限制，由电力交易

机构会同电力调度机构对买方和卖方分别提出申报电量限

额建议，报监管机构或政府相关部门备案。申报电量限额的

设定应考虑市场供需形势、市场力影响、卖方的装机容量和

发电能力、买方的实际用电需求以及月度双边协商交易电量



等因素。 

(三)买卖双方按照电力交易机构公告规定的方式，在公

告规定的申报时间、电量限额、价格（价差）区间范围内申

报期望购买/售出的当次交易周期内的电量和相应的价格

（价差），买方或卖方每次交易申报的电量及其电价（价差）

最多不能超过各自独立的三组（年度交易必须分月申报，每

月申报电量及其电价不能超过独立的三组）。卖方基于政府

批复上网电价申报价差，买方基于批发交易基准价申报价差，

撮合成交的价差即为市场交易价差。卖方（发电企业）成交

电量的上网电价即为其政府批复上网电价与市场交易价差

二者之和。对于买方（大用户和售电公司），市场交易价差

与批发交易基准价相加之和，即为其市场交易价格；买方成

交电量的用电侧电度电价即为市场交易价格、输配电价和政

府性基金附加三者之和。各市场主体申报的价差，电价上浮

为正，电价下浮为负。现阶段，申报价差应小于或等于 0。 

(四)申报电量的单位为兆瓦时（千千瓦时），不保留小

数；申报电力的单位为兆瓦（千千瓦），不保留小数；申报

价格的单位为元/兆瓦时，保留两位小数。 

(五)买卖双方通过电力交易机构的交易技术支持系统

申报数据，交易技术支持系统初步核定申报数据的有效性，

并拒绝接收不符合要求的申报。 

(六)在申报截止时间前，买卖双方可以多次申报，以最



后一次申报的数据为准。所有的时间记录以交易技术支持系

统或电力交易机构的时间为准。 

 

第七条【合同转让条款修改】  合同转让有关规则增补

修改以下内容： 

（一）除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之间可月内相互转让外，

发电企业之间月度基数合同和市场合同转让应在月前完成。

同一个交易月度，发生转让的发电企业不能再受让，也不能

再将后续月度电量前移调整到本月。在交易机构判定异常的

情况下，可以对转让的企业参与月度交易（转出电量的相应

月度）给予一定形式的限制； 

（二）已有电量在全月平均负荷率高达 80%或达到安全

运行限额（由调度机构按规程计算确定）的电厂，原则上不

得受让；负荷中心火电厂的电量原则上不得转让；确需转（受）

让的，应通过电力调度机构的安全校核； 

（三）转受让合同应在签订后 2 个工作日内向监管机构

备案。备案合同信息应全面，包括但不限于转受让电量、价

格、周期及结算等内容。 

第八条【修改一百〇三条，明确时间优先】  对于中长

期合同执行中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偏差，主要通过在发电侧采

用预挂牌月平衡偏差方式进行处理。预挂牌月平衡偏差方式

是指通过预挂牌招标交易确定次月上调机组调用排序（按增



发价格由低到高排序，价格相同以时间优先和节能优先原则

排序）和下调机组调用排序（按减发补偿价格由低到高排序，

价格相同以时间优先和节能优先原则排序），电力调度机构

按照上调机组调用排序增加发电出力，或者按照下调机组调

用排序减少发电出力，确保发电与用电的平衡。 

第九条【修改 116 条承兑汇票有关内容】 市场交易电

费结算为现金方式。电力用户在进入市场之前电费结算承兑

汇票比例较高的，应逐年降低比例（原则上比上年降低幅度

不低于 10%），超过双方约定比例的，电力用户应承担相应比

例的承兑汇票贴现成本。发电企业、售电公司自愿接受某个

用户承兑汇票的，应承担相应比例的承兑汇票消化责任或贴

现责任。电网企业结算支付发电企业市场电量和其它上网电

量的电费的承兑汇票占比应保持一致。 

第十条【火电上网结算，取消多个 3%的阀值，明确相关

提法】  有关公用燃煤火电企业结算的相关内容作如下修改： 

（一）实际上网电量小于月度合同电量时，以其合同加

权平均价结算上网电量。提供下调服务的减发电量按其预挂

牌价格获得补偿；如无预挂牌价格确需强制下调时，其当月

下调补偿价格取所有下调报价的最低价和当月市场交易均

价的 10%二者之中的较小值。因自身原因导致的少发电量不

予补偿，并按火电上网标杆价（含环保加价）的 10%支付偏

差考核费用； 



（二）实际上网电量大于等于月度合同电量且小于等

于月度合同电量与基数电量之和时，先以合同价格结算各类

合同电量（若自身原因少发电量扣减合同电量时，按合同加

权平均价结算），再以其上网标杆价结算所剩上网电量。提

供下调服务的减发电量按其预挂牌价格获得补偿；如无预挂

牌价格确需强制下调时，其下调补偿价格取所有下调报价的

最低价和当月市场交易均价的 10%二者之中的较小值。因自

身原因导致的少发电量按火电标杆价的 10%支付偏差考核费

用； 

（三）实际上网电量大于月度合同电量与基数电量之

和时，先以其合同价格对应结算各类合同电量（若自身原因

少发电量扣减合同电量时，按合同加权平均价结算），再以

其上网标杆价结算其基数电量，提供上调服务的增发电量按

其预挂牌价格结算（如无预挂牌价格被调用的，按所有上调

报价的最小值或火电上网标杆价的 85%结算）。因自身原因导

致的超发电量先按其批复上网电价结算，再按火电上网标杆

价（含环保加价）的 15%支付偏差考核费。实际上网电量扣

减合同电量、基数电量和超发电量后如有剩余，剩余电量为

为上调电量；如无剩余，按先扣减基数电量后扣减合同电量

的顺序结算； 

（四）月内既提供上调服务又提供下调服务的发电企

业，以互抵后的净值作为月度上调增发电量或下调减发电量

进行结算； 

（五）超发、少发电量在执行上述考核的同时，发电



厂与此相关运行管理考核并行实施。 

（六）发电厂自身原因造成的少发电量是指在不需要

该发电厂下调的条件下，因非计划停运或机组运行不正常等

原因造成的少发电量，不纳入下调补偿范畴。因发电厂自身

原因造成的超发电量是指不执行调度指令的超出力部分功

率累积的电量，不纳入上调电量范围。超发、少发电量由电

力调度机构认定，在每月 1日向交易机构提供。 

第十一条【修改 120 条，上下调价格取值设事前事后两

种情况】 预挂牌按月平衡偏差机制下，电力用户的结算流

程与结算价格作如下规定： 

（一）进入市场的电力用户实际用电量超过合同电量时，

按合同约定价格对应分别执行各合同的合同电量；3%及以内

超用电量按合同加权平均价结算，免于考核；3%以上的超用

电量按发电侧上调服务加权平均价或报价从低到高排序前

三至五名的平均价的 K1 倍（当月未组织上调服务招标时，

按月度集中竞价或双边协商形成的加权平均价格的 K1倍，同

时计入输配电价和基金附加，下同）结算。K1 的取值范围为

1.0-1. 5，由电力交易机构测算，提出建议值，经市场管理

委员会讨论或相关部门备案后执行。 

（二）市场电力用户实际用电量小于合同电量时，按合

同加权平均价结算实际用电量；3%及以内的少用电量免于支

付偏差考核费用，3%以外的少用电量按当月发电侧下调电量

补偿加权平均价或报价从低到高排序的前三至五名的平均



价的 K2 倍支付偏差考核费用（当月未组织下调服务招标时，

按合同加权平均价的 10-20%支付偏差考核费用）。K2 的取值

范围为 0.3-1.5，由电力交易机构测算，提出建议值，经市

场管理委员会讨论或相关部门备案后执行。 

（三）适时启动对未进入市场的非优先购电电力用户的

偏差考核。有关考核办法参照另行规定。 

（四）非市场电力用户偏差考核费用由电网企业向相关

电力用户、未参与偏差考核的电厂分摊。相关分摊方案经市

场管理委员会讨论或相关部门备案后实施。 

第十二条【修改第 122条，清算分摊内容修改】电力用

户、售电公司和发电企业偏差考核费用产生的收益，以及退

出市场用户超出电度目录电价的价差收益，发电企业上调服

务、下调服务的电费统一进行清算。清算如有盈余，首先按

照当月市场交易合同电量均分返还参与市场交易的发电企

业，盈余较大时，可以提取部分资金建立平衡帐户，作为后

续月度平衡或特殊情况处理的资金来源。原则上，除正常的

下调服务补偿外，发电企业的实际结算价格不应高于政府批

复上网电价。清算如有缺额，暂由所有超过月度交易计划电

量的统调发电企业（含跨省跨区市场交易送入主体及省内进

入市场的其它发电企业）按超出电量的比例分摊，视实际情

况可适时扩大分摊范围。 

上调服务价差收益和偏差考核费用的盈余可以用于支



持应对市场力的特别交易和分担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负责

的部分合同价差电费。 

第十三条【修改增补安全校核有关内容】  火电企业参

与批发交易，原则上以火电厂最大发电能力（全容量满负荷

全时长）为其交易电量的上限，实际运行中按照上下调偏差

平衡机制相关规定实施调度。在卖方申报电量小于买方申报

电量或成交电量小于市场需求电量时，单个电厂的交易电量

上限可以进一步放大或不予限制。在买卖双方约定交易曲线

的，按相关规程进行安全校核。为了防止买空卖空和市场操

纵，对合同转让、月度电量月际前移后移调整应考虑实际完

成的可能性和系统平衡及安全约束等因素，进行较为严格的

安全校核。 

第十四条 按照国家层面有关规定对电网企业关联售电

企业实行限制，相关实施细则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电网企业应公平无歧视地开放用户的选择

权，不得违规对进入市场的电力用户设置附加条件，不得违

规干预电力用户参加批发零售交易或选择交易对象。同时，

电网企业应加强内部管理，禁止所属干部职工的违规干预市

场交易，并且配合监管机构查处相关违规行为。 

第十六条  发电企业批发交易售出电量时，应坚持公平

无歧视原则： 

（一）发电企业不得在价格、电量、结算等方面对条件



相同的不同售电公司区别对待； 

（二）发电企业售给关联售电公司的电量不应超过其市

场交易电量的 50%。 

    第十七条  电力交易机构、调度机构应按规定报送披露

交易相关信息，保证市场运营公开透明。监管机构应组织制

定完善市场交易信息披露相关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  电力交易机构应加快建设完善交易相关信

息系统，通过信息化进一步简化流程，改进合同管理与审核，

减少纸质文件，尽量避免或减少市场主体递交材料和面审面

签的往返次数。 

第十九条  监管机构设立专家委员会，聘请第三方中介

机构、科研单位相关专家，为市场运营监管提供专业支撑。 

第二十条  修改增补条款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此前规则

与本次修改增补条款冲突的，执行本次修改增补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