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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力市场化发展将涵盖所有电力用户，为确保负荷侧电力“保供稳价”并逐步向市场化过渡，电网企业代理

非市场化电力用户参与市场是特定时期维护居民、农业等电力主体用电权利的举措。结合购电业务开展的背景，

介绍了代理购电业务参与各市场类型的顺序和流程，剖析代理购电业务组成及开展方式；结合当前电力市场发展

情况，分析代理购电业务开展遇到的难点和问题，并对应给出了机制、技术以及管理方面的思考，为后续代理购电

业务发展提供思路；结合代理购电业务实际开展需求，对电网企业代理非市场化电力用户参与市场给出建议和展

望，为起步中的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参与市场交易业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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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rketization of power trading affects all user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table supply and steady price" of 
electricity on user side and the marketization of power purchase，the participation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s into electricity 
market as the agents of non-market users such as residents and agricultural users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protect the 
users' right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e participation procedure and link of the power purchase agent getting into 
various types of market are analyzed under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electricity market.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xy business， the corresponding mechanism，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are discussed，
which provides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ity purchasing agent services. Finally，the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s into electricity market as agents for non-market power users are presented，
considering the actual needs，which facilitates the launching of electricity purchasing agent services.
Keywords：power purchasing agent；marketization of power；no-market user；stable supply and steady price； smooth fund；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0 引言 

我国电力现货市场在经历第 1 批试点建设后，

开始进入加速发力建设阶段，如何在电力市场化情

况下引导和保障负荷侧非市场化电力用户的用电

安全，将成为电力市场化推进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

题。2021年 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进

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

（发改价格〔2021〕1439号）［1］要求各地要有序推动工

商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按照市场价格购电，

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对暂未直接从电力市场

购电的电力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兜底没有能

力参与电力交易的农业、居民和部分工商业等电力

用户。同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组织开

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

办价〔2021〕809号）［2］，要求加快推动用户侧电力用

户全面参与现货市场交易，要求 2022 年 3 月底前，

第 1批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地区、参与中长期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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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应全部参与现货交易。2022 年 6 月底前，第 2
批试点地区启动现货市场试运行，进一步明确了负

荷侧电力用户将有序参与电力现货市场［3-5］。2022
年 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电力现货市

场建设工作的通知》（发改办体改〔2022〕129 号）文

件，要求加快推动用户侧全面参与现货市场交易，

为负荷侧电力用户参与现货交易做好市场基础设

施准备。

在此背景下，电网企业的职能定位也将发生变

化，从原先的“统购统销”代理商转变为市场化电力

公共服务供应机构。随着国家发改委对电网企业

代理购电要求进一步明确，国家电网公司对应配套

了实施文件，包括《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代理购电工

作指引》《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代理购电信息发布工

作指南》等。从总则、职责界面、电量预测、市场化

采购、价格测算及发布、价格执行、信息发布、服务

渠道建设、业务系统建设、机构队伍建设、用户服

务、监督评价等 14个方面对电网企业代理负荷侧非

市场化电力用户参与代理购电业务明确了 60 条要

求［1-2］。同时，制定了代理购电业务的信息发布原

则，明确了信息发布内容，规范了信息发布流程，明

确了信息发布渠道，制定了监督考核机制，确保代

理购电信息每月及时准确发布。但是电网企业参

与电力市场代理购电业务对电网企业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数据收集、分析、代理决策以及事后复盘等

均需要关键技术支撑。

目前，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研究主要集中在电网

企业在代理购售电业务的优化决策方面。文献［6］
信息化系统方面研究电网企业代理购售电业务对

市场风险监测与管理的建模分析，为电网企业规避

代理购电市场风险提供了决策支撑。文献［7］提出

电网企业代理购售电优化模型，为电网企业平衡代

理购售电的资金提供决策优化支撑。文献［8-10］
研究了电网企业综合考虑负荷需求特征，在中长期

市场与现货市场优化配置交易电量，优化代理购售

电策略。文献［11］研究了在“1439 号文”和“809 号

文”的基础上，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业务方法以及对

自身经营影响的分析，为新市场环境下代理购电业

务发展提供了参考。但基于当前代理购电业务的

支撑体系整体架构、支撑体系设计，代理购电业务

与各电力市场的关系及影响，仍需进一步分析

研究。

本文从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产生背景、购电整体

流程以及问题与思考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探讨了

电网企业代理非市场化电力用户参与市场交易的

架构流程、困难和思考，给出了电网企业代理购电

需要提前准备的技术、人才以及管理等方面的建

议，为后续代理购电以及非市场化电力用户交易引

导机制设计提供思路。

1 代理购电支撑系统功能设计 

目前，我国正处于电力市场改革与建设的关键

时期［12］，发电侧、售电侧以及部分电力大用户已经

逐步退出目录电价［13］，参加市场化电力交易，但是

各省仍有 15%~30% 的用电量按照目录电价结

算［14］，存在“市场化发电，固定电价用电”的问题。

因此电网企业需要在遵循市场化规律的前提下，秉

持保障居民、农业等电力用户用电、维护电力市场

平稳且避免自身不平衡资金过大的宗旨，开展代理

负荷侧非市场给化电力用户参与市场购电的支撑

系统功能设计。

1. 1　代理购电简介　

电网企业购电代理对象包括居民、农业、部分

工商以及退市的大工业等所有未参与电力市场的

电力用户。代理购电需要对电力用户管理与分析，

明确所代理的电力用户情况，结合用户属性、用电

类别以及所属行业等分类方式分别确定电力用户

的用电规模、所在电网拓扑位置以及用电特征等，

为电网企业制定代理用户用电需求提供基础模型

支撑。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优先与本省光伏、风电等

清洁发电主体匹配交易［15-16］，在消纳新能源的基础

上为所代理的电力用户购买相对便宜的电能。因

此，制定市场化代理购电量需要实时监测并预测未

来本省新能源出力以及电力负荷的情况，为代理市

场化购电的需求量制定提供决策依据。同时，电网

企业负责代理购电与省间现货市场交易的业务部

门为电网营销部，其作为省级购售电公司需要平衡

省内电量的市场化供需，也需要参与省间市场提高

市场效益。

代理购电包括省内中长期、现货以及偏差部

分，也包含省间的中长期、现货以及偏差部分，因此

省间交易是代理购电的一部分，尤其是 2022年夏季

的省间现货市场异常激烈，导致省间现货市场成为

代理购电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各省参与省间获

取短时间的电量平衡提供途径。

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风险主要来自代理购电

所发生的市场化购电费用与目录电价售电费用的

不匹配，承担缺口资金压力。代理购电不平衡资金

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成交电价与负荷用电的固

定电价不一致，而产生的不平衡资金缺口量则取决

于市场化代理购电的电量及其在各市场类型中的

电量分配比例。电网企业代理电力用户参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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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电的不平衡资金产生分析如图1所示。

电网企业降低代理购电不平衡资金需要做好

代理负荷主体的用电负荷需求预测、本省新能源出

力预测、交易电价预测以及市场化购电量的分配策

略制定等工作，对电力市场基础数据进行动态成

本、电价趋势、市场成分进行分析并模拟市场对手

交易行为，借助智能算法确定电网断面、市场供需、

交易价格进行代理购电交易策略仿真，通过该人机

交互模拟分析和人工智能迭代推演的方式推荐电

网企业代理购电交易品种组合方案。

1. 2　代理购电的操作流程　

电网企业代理负荷侧非市场化电力用户参与

电力市场的流程分为准备阶段、决策阶段、迭代与

修正阶段、评估分析阶段，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代理购电准备阶段，电网企业收集参与市场购

电交易的基础数据并分析数据特征，包括对本省负

荷侧电力用户用电情况进行全口径的经营数据、市

场化数据、生产数据等进行汇集，形成历史和预测

的全省用电量、新能源发电量、市场出清量价数据、

中长期与现货市场的预测电价等。

电网企业作为电能安全的重要支撑力量，代理

购电业务的开展应秉持“维护市场稳定，精准供需

预测，均衡购售资金”的原则，开展代理购电市场交

易决策，设定代理购电的业务目标，包括设定代理

价格目标、代理购电偏差电量目标、代理购电偏差

费用目标等。代理购电价格目标设定是降低代理

购电不平衡资金压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电网企业代

理负荷侧电力用户参与电力市场申报的交易价格

默认为购电主体申报的加权均价，所以电网企业可

以结合电力中长期与现货市场交易价格预测信息，

设置中长期与现货市场的交易电量，调整代理购电

的成交平均价格向设定的目标电价趋近；同时，代

理购电精益化考核要求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交易

电量要尽量与实际用电量保持一致，减少偏差电量

对代理购电费用的影响。代理购电偏差费用是电

网企业代理购电费用与按照目录电价售电回收费

用的差值。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参与市场交易本省

作为市场价格接受者，无法通过价格策略影响电力

市场成交价格，因此电网企业需要提高市场交易价

格、需求电量的预测精度，迭代调整参与各时间维

图 1　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不平衡资金分析

Fig. 1　Analysis of unbalanced funds for power grid enterprises as 
power purchasing agents

图 2　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操作流程

Fig. 2　Operation process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s as power purchasing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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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卷 
度的电力交易策略，调整电网企业从市场代理购电

的综合成本。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交易申报价格为

p1 = ∑
i = 1

z

piQi

∑
i = 1

z

Qi

， （1）

式中：p1 为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申报价格；z，i分别为

参与市场化购电主体数量和第 i个市场主体；pi为第

i个市场主体报价；Qi为第 i个市场主体申报电量。

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实际购电交易单位的电

量价格和费用为

p2 =
pnQn + pyQy + ∑

j = 1

m

py，jQy，j + pxQx + pxΔQ
Qn + Qy + ∑

j = 1

m

Qy，j + Qx + ΔQ
，（2）

fy = pnQn + pyQy + ∑
j = 1

m

py，jQy，j + pxQx + pxΔQ，（3）

式中：p2 为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单位电量价格；pn，

py，py，j，px，pp分别为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年度、月度、

月内第 j次、现货以及偏差的市场交易价格；Qn，Qy，

Qy，j，Qx，ΔQ分别为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年度、月度、

月内第 j次、现货以及偏差的市场交易电量；fy 为电

网企业代理购电的预计费用。

电网企业代理负荷侧市场主体参与市场交易，

再通过目录电价的方式将电能供应给负荷侧的居

民、农业等电力用户，由于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参与

市场类型包括年度中长期、月度中长期、月内中长

期以及现货市场等，参与的交易类型在时间维度上

不断递进，可不断修正临近交易的申报交易电量，

达到修正代理购电成交加权均价、偏差电量的目

的，可降低代理购电的不平衡电量与不平衡资金

量。以电网企业完成年度交易后的月度代理购电

交易为例，年度交易量价信息已经生成，电网企业

按照最新的市场信息预测出月度、月内、电价信息，

并结合交易决策目标重新调整中长期月度、月内以

及现货市场的交易电量，对应的修正电量、电价以

及费用为

p'2 =
pnQn + pycQyc + ∑

j = 1

m

pyc，jQyc，j + pxcQxc + pxcΔQ'
Qn + Qyc + ∑

j = 1

m

Qyc，j + Qxc + ΔQ'
，（4）

fyx = pnQn + pycQyc + ∑
j = 1

m

pyc，jQyc，j + pxcQxc + pxcΔQ'，（5）

Δf = fyx - fy， （6）

式中：p'2 为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修正参与市场电量后

的单位电能价格；pyc，pyc，j，pxc分别为电网企业代理购

电月度、月内第 j次、现货（偏差）的市场交易修正预

测价格（偏差电量的结算价格按照现货价格结算）；

Qyc，Qyc，j，Qxc，ΔQ'分别为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月度、月

内第 j次、现货以及偏差的市场交易修正后的交易

电量；fyx为年度交易后的月度代理购电预测费用；Δf
为年度与月度交易的修正费用。

按照此方式，根据电力市场开始情况分别修正

月内和偏差电量，适应代理购电目标要求。

电网企业代理非市场化电力用户参与市场交

易并通过交易分析与评估，不断深化交易决策策

略。代理购电分析评估分为事前和事后，其中事前

代理购电分析与评估主要集中在准备和决策阶段，

通过分析评估收集到的市场交易信息与未来市场

预测信息，制定代理购电决策目标并开展优化决策

分析。事后代理购电分析是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分

析评估的重点，根据代理购电市场出清的量价信息

分析代理购电交易非最优的数据项，并根据获取的

市场披露信息及拟合关键市场数据进行代理购电

交易的复盘分析，生成年度、月度、月内以及现货市

场的申报电量配比方案，为后续代理购电提供案例

支撑。

2 代理购电参与各类型电力市场 

2. 1　代理购电参与中长期市场　

现阶段电网企业代理负荷侧电力用户参与市

场购电是以中长期市场为主，省内与省间中长期市

场长期协同并存。电网企业代理购电遵循“先省

内，后省间”的购电原则，优先消纳新能源，不足部

分通过参与省间年度、月度、月内、旬等中长期交易

市场迭代平衡本省不平衡电量或按照中长期交易

策略参与对应周期内的中长期市场。结合电力市

场发展要求，电网企业代理居民、农业以及部分工

商业用户参与区域省间中长期电力交易向全国范

围的省间电力交易转变，市场化竞争压力不断增

加。同时，电力负荷加速增长且发电装机速度不均

衡，导致跨省跨区电力交易的电量不断增加，电网

企业为满足本省电力需求，综合考虑代理购电的经

济性、环保性等考核要求，将更加注重中长期市场

代理购电策略制定，在充分立足本身发电情况的基

础上，合理调整年、月、旬等时间维度上的购电量配

置，降低代理购电经济、供需、环境保护的风险。电

网企业代理参与中长期市场购电决策迭代流程如

图3所示。

购电省份的电网企业按照代理用户用电需求，

依次与新能源、清洁能源、火电的顺序成交，不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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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参与省间中长期电力交易，售电省份一般优先出

清新能源或水电，不足部分通过火电机组开机计划

调整，满足省间供需平衡。电网企业代理居民农业

等电力用户参与中长期市场购电量占总预测需求

电量的绝大部分，绝大多数省份要求高于 60%［17-18］。

但被代理电力用户的用电需求会随天气、收入、活

动等影响发生波动，电网企业需要从时间维度不断

修正代理电力用户需求和优发电源处理预测数据，

不断缩短交易省内、省间代理购电的时间周期，满

足负荷侧电力用户的用电需求。除此之外，电网企

业为确保本省负荷侧非市场电力用户用电稳定性

和避免代理购电价格波动风险，中长期电力交易价

格和交易量将决策代理购电的成本经济性和供给

的稳定性。因此，中长期市场是电网企业代理购电

“保量稳价”重要参与市场。

2. 2　代理购电参与现货市场　

目前我国仅有第 1批现货试点省份完成现货交

易支撑系统建设并开展了长周期结算试运行［19］，具

备电网企业代理电力用户参与省内现货市场交易

的条件［20-22］。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参与现货市场交易

分为参与省内现货市场与省间现货市场，第 1批现

货市场试点省份先开展本省现货交易后，将余缺电

量通过省间现货市场交易进行缺口平衡。缺电省

份由电网企业营销部门按照更新的需求预测信息

和市场电价信息在省间现货交易平台上申报日前

购电量、价曲线信息，余电省份的发电企业通过省

间现货交易平台申报日前售电量价信息，国调中心

根据买、卖省份的申报信息进行省间日前现货交易

出清。电网企业获取省间日前省间交易结果后，仍

未完成本省代理购电需求电量时，电网企业将参与

日内或直接将缺额部分电量作为代理购电的偏差

电量进行偏差结算。非第 1批现货交易试点省份，

则通过参与省间日前和日内现货市场进行交易，实

际用电偏差部分按照本省偏差电量结算要求进行

代理购电偏差费用结算。电网企业代理参与现货

市场交易流程如图4所示。

针对代理购电业务参与省内、省间日前、日内

的电力交易，未开展现货交易的省份将除省间现货

交易电量以外的部分按照中长期市场结算电价执

行。第 1批现货试点省参与日期和日内交易部分以

外的偏差电量按照现货市场偏差电量核算方式进

行费用结算。其中，山东省将偏差电量按照各时段

的实际用电量等比例分解到日内各时段并通过各

时段的市场出清价格进行偏差电费结算。山西省

将代理购电的偏差电量按照市场均价进行费用结

算。虽然电网企业参与现货市场的交易电量相对

较少，但是由于现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尤其是出

现极端供应缺口时，现货价格将成为代理购电偏差

资金的不确定因素之一。

2. 3　代理用户参与需求响应　

目前电网企业代理电力用户参与市场购电的

同时，也负责用电紧张情况下的需求侧响应执

行［13-14］。电网企业出现供需缺口时，可以通过市场

化与行政指令两个途径降低负荷需求，市场化是采

用需求侧响应的方式，主要手段包括电价引导和补

偿激励，其中电价引导通过设置分时电价、尖峰电

价以及实时电价的方式降低所辖区域内特定时段

的负荷用电量；补偿激励是采用合约方式与电力用

户签订中断控制协议，触发断电控制条件时会优先

切断已签订合约用户的供电。极端供电不足时，电

网企业会执行政府指令开展有序用电，对所辖区域

内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电力用户进行轮流、无补偿的

切负荷操作，削减短时区域负荷侧用电量。

当前条件下，电网企业仅开展了面向电力市场

的购电，尚未实际大范围开展聚合所代理电力用户

参与本省极端供需不平衡的用电响应，仅通过既定

的分时电价和尖峰电价来常规引导市场主体响应

市场供需平衡，很难满足供需平衡。如 2022年 7，8

图 4　电网企业代理参与现货市场交易流程

Fig. 4　Participation of power grid enterprises into spot market 
transactions as agents

图 3　代理购电中期交易迭代流程

Fig. 3　Iterative process of the medium⁃term transactions of 
power purchasing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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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受全国极端高温与雨水不足的影响，华南、华中、

华东等地均出现了供电不足的情况，电网企业代理

电力用户按照最高限价参与省间电力交易，部分省

份（华东、华中）仍无法获取足够电能，导致电网企

业承担了大量的不平衡资金和保供压力，同时华东

部分省份被迫执行了有序用电和舆情引导。随着

电力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电力用户负荷终端的智能

化水平改善，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同时需要用户执

行需求响应或有序用电，降低极端供需不平衡情况

下的电网安全。当然，部分省调度部门为实现省内

日前、日内的供需平衡，进行了面向负荷侧电力用

户响应机制和响应方式的设计，例如浙江省调度部

门通过对负荷进行分类，通过市场方式固化部分有

条件响应电网需求的负荷主体，达到触发条件时，

自动触发负荷调整，完成负荷控制，维护电网的供

需平衡［23］。但是电网营销部门执行的代理购电业

务或掌握的弹性负荷资源很难短时间实现数据汇

集与负荷控制，因此代理购电业务中的需求响应需

要更多考虑不平衡资金、响应机制、结算方式等。

3 代理购电业务思考与展望 

3. 1　代理购电困难与解决方法思考　

电网企业代理非市场化电力用户参与市场购

电是传统“统购统销”模式向“单边市场”化代理购

电模式转变［24］，维护居民、农业等不具备电力市场

参与能力的用电权益，但是电网企业代理非市场电

力用户购电业务是我国用电侧非市场化向市场化

转变的特殊过渡阶段，因此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

不适应和困难，包括管理机制、市场技术、市场运营

以及费用分摊等方面的问题。

管理机制方面，目前政府指导代理购电业务开

展的“1439号文”和“809号文”是推动负荷侧非市场

化电力用户进一步参与电力市场的指导文件，对于

暂时未直接参与电力市场购电的工商业用户、居

民、农业等电力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参与电力市场

购电，但并没有明确电网企业内部的协同运行办法

以及代理用户的统计和变更的具体操作规范，导致

各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统计边界、统计口径以及

变更要求等均有所差异。“809 号文”允许工商业用

户按季度决定是否参与代理购电，我国约有 5 000
万个工商业市场主体，电网企业每季度更新工商业

等电力用户的代理用户目录需要大量管理资源，需

要对退市或入市的工商业用户进行管理或预测，降

低跨季度的代理购电市场化需求的变化；当前代理

购电支撑系统尚未功能性上线，导致代理购电的决

策数据收集、汇集、集成的过程管控、监视与分析功

能缺失，支撑代理购电决策的基础数据质量不佳；

同时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有电网企业营销部门协调

其他部门开展业务，协调内容管理机制和协调行动

一致性的难度较大，因此开展代理购电支撑系统建

设，打通电网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数据流转与会

签工作，主要包括电网营销部门、发展规划部门以

及财务部门的等。

电网营销部门代理负荷电力用户参与市场购

电一般的购电步骤如下。

（1）电网企业营销部门预测代理购电工商业用

户、居民、农业等用电量及负荷曲线。

（2）发展策划部获取本省优发电源的发电预测

电量与处理曲线后制定市场化代理购电量。

（3）由财务和营销协同完成代理购电费用预算

制定、实际上网价格、新增损益以及偏差与辅助服

务费用等。

市场技术方面，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业务由电网

营销部分牵头开展，未参与电力市场化改革机制、

市场规则、支撑系统设计的工作，导致参与代理购

电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储备和市场交易技术积累

不足。新型电力系统的新能源占比不断提升，电网

企业代理购电技术人员需要在明晰电力市场交易

规则和基本交易策略的基础上，考虑新能源出力特

征并合理配置市场化代理购电的中长期与现货市

场交易的新能源占比，通过考虑市场分析模型配

置、市场供需分析、成本效益分析、营销对标策略以

及报价策略分析等提供代理购电交易决策的数据

支撑。除此之外，还需要借助智能算法不断迭代市

场动态成本、电价以及成交数据分析，开展电网断

面、市场供需、交易价格以及市场风险等方面的预

测，借助代理购电辅助决策平台进行人机交互模拟

分析和交易推演，指导电网企业开展代理购电交易

品种组合方案优化与申报辅助。

市场运营方面，随着电力调度中心向电力调度

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转变，电网营销部门逐渐承

担本省参与电力交易的责任，市场参与技术人员需

要精通发、输、配、用全环节的系统运营与分析。发

电侧需要明确本省以及全国各省发电资源及装机

情况，按照装机容量和开停机状态分析各省各类型

机组的出力能力，包括总发电容量、发电曲线、机组

爬坡速率、新能源占比等信息，确定市场可以获得

最低、最高以及出力变化率等数据；输电环节应立

足我国输电网络拓扑架构，根据披露的输电线路检

修计划和输电容量信息，适时制定输电权交易计划

并预判省间交易出清后的输电通道容量信息，按照

输电通道信息核算输电费用和节点电价；本省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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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压侧配变与负荷电力用户用电涉及终端数据

采集与电力用户行为监管，根据配用电电力数据的

异常波动分析全网新增损益等。因此电网企业代

理非市场电力用户参与市场交易需要突破以往的

业务方位，掌握全环节电力交易底层的模型、数据

以及逻辑，才能够有限运营所代理的市场。

代理购电不平衡资金分摊是由市场化购电和

非市场化的售电导致的不平衡资金，依据“1439 号

文”和“809 号文”可以将部分不平衡资金转移至工

商业用户，但是按照“谁享受，谁承担”的原则，被代

理的居民、农业等非市场化电力用户没有有效的不

平衡资金分摊途径，导致电力市场的公平性存在质

疑。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在功能上具备“保供稳价”

的职责，但是本质上与售电公司具有共同点，因此

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业务本身需要将市场化的发电

侧交易通过相对稳定的细化合约或用电套餐的形

式向用户侧非市场化电力用户转移市场波动产生

的资金，引导电力用户接收市场收益和风险并逐步

形成自主参与市场交易的能力。

3. 2　代理购电未来展望　

电网企业代理非市场化电力用户参与市场业

务是民生用电保障的一部分，用电价格相对于市场

化电力用户所具有的弹性较低，优化代理购电的发

力点应集中在电网企业本身的市场化运营与市场

参与能力，既要避免所代理全社会 20%左右电量干

扰市场秩序，也要充分挖掘电网企业参与市场的决

策潜力，降低发电、需求、价格以及资金的偏差。

“1439 号文”与“809 号文”为市场化提供了保障依

据，但是代理非市场电力用户参与市场购电仍需做

好以下方面。

（1）优化购电策略需求。精细化用能及本省优

先发电管理、优化购售电方案设计、完善电力交易

辅助策略、强化人员的业务能力，提升电网企业代

理购电整体运营管理效率。

（2）精细化负荷管理。结合电力用户（售电公

司）的生产计划，构建涵盖气象预测、节假日等多维

因素的负荷预测模型，采用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

术，实现负荷精确预测、细化负荷管理以及负荷高

效监视分析。

（3）多样化合同配置。科学制定满足不同用能

需求、适应不同负荷特征的套餐配置方案，分层分

档规划负荷用电等级，积极引导非市场化负荷参与

需求响应，提升能源服务质量，扩展收益方式。

（4）拓展增值服务。有效整合用户侧负荷资

源，挖掘负荷侧代理用户负荷弹性，有序引导部分

电力用户适时尝试参与调峰市场，拓宽电力用户收

益渠道，转移市场不平衡资金疏导压力，助力售电

公司业务的多元化发展及能源服务商的转型。

对负荷侧电力用户而言，统一大市场是提振国

家经济社会的重要手段，电力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

引导电力负荷优化用电行为。因此，电力用户需要

紧随电力市场化发展潮流，积极提升参与电力市场

交易的能力，为后续适应电力市场化发展趋势提供

支撑。对电力用户而言需要做好如下事项。

（1）被代理的电力用户尽量进行负荷终端的智

能化改造，具备定时、功率可调甚至远程调控的功

能，提高自身用电响应和执行能力。

（2）加强电力市场基础知识或经验积累，形成

符合自身经济、安全的用电决策经验，在不同电力

供需情况下及时调整用电策略，提高自身的用电经

济效益。

（3）被代理的负荷电力用户需要增强自身的用

电数据信息安全和保护意识，电力用户的用电行为

原始数据是针对被代理电力用户制定特定购售电

代理机制和套餐的关键数据，避免自身用电行为被

针对性制定代理购电套餐而影响自身用电效益。

4 结束语 

本文从代理购电业务开展的背景出发，阐述了

电网企业代理非市场化电力用户参与年度、月度、

月内、多日的中长期市场以及日前与日内市场的流

程关系以及各市场类型在代理购电业务中的作用。

接着，结合当前部分省份开展代理购电面临的困难

进行分析并给出建议和思考。总体而言，我国电力

市场化进场在不断深化，市场规模、市场主体、市场

涉及面都在不断加深变广，随着第 2批与最后一批

电力现货市场的建设投运，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将面

向更高的市场参与要求。当然，电网企业也需要充

分发挥自身的市场作用，“精耕细作”代理的负荷侧

资源，构建购售电的良性循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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