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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中长期交易中的合同电量偏差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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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电力现货市场建立之前,中国的电力中长期市场仍为纯电量交易,合理设计合同电量的偏差处理与结算

方式有利于电力中长期交易向现货市场的平稳过渡。在此背景下,研究电力中长期交易合同电量的偏差考核机制。

针对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中的典型偏差考核机制进行分析,提出适用于当前市场环境的发电侧偏差处理方法;

从全电量交易和合同执行能力2个方面分析市场主体的偏差电量考核风险,在此基础上设计面向用户非全电量交

易的固定比例全电量偏差电量结算方式,并进一步提出分阶段的用户侧偏差考核机制。采用以国内某省偏差考核

实际数据为基础所构建的算例,验证所提出的偏差考核机制在中长期电力市场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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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ssessmentmechanismforcontractenergydeviati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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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forethespotelectricitymarketisestablished,electricalenergyistradedthroughforwardcontractsinthe

currentmediumandlong-termelectricitymarketinChina.Areasonablebalancingandsettlementmechanismforelec-

tricalenergydeviationisconducivetothesmoothtransitionfromthemedium-andlong-termelectricitymarkettothe

spotmarket.Giventhisbackground,anassessmentmechanismispresentedforcontractenergydeviationinamedi-

um-andlong-termelectricitymarket.First,thedeviationsettlementmechanismofthebasicrulesforthemedium-and

long-termelectricitymarketisexamined,andageneration-sidedeviationbalancingmechanismsuitableforthecurrent

electricitymarketenvironmentproposed.Then,consideringthedifferencesofthemarket-orientedelectricitypropor-

tionandthedifferencesinthecapabilitiesofvarioususersincontrollingcontractdeviations,theriskoftheelectrical

energydeviationpenaltyimposedondemandcustomersisanalyzed.Afixed-ratioenergydeviationsettlementmethod

isnextdesignedfornon-totalelectricalenergytransaction,andastagedassessmentmechanismofdemand-sideenergy

deviationproposed.Simulationsbasedonactualdeviationassessmentdatafromaprovincialelectricity mark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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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howthattheproposedenergydeviationassessmentmechanismiseffectiveinthe medium-andlong-term

electricitymarket.

Keywords:electricitymarket;medium-andlong-termtransactions;energydeviationassessment;stagedassessment;

fixedratiooftradedenergy

　　自2015年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内各

省市区陆续成立电力交易机构和各类性质售电公

司,组织开展了包括双边协商、竞价、挂牌等多样化

的省级电力交易[1],以广东、浙江为代表的第一批8
个电力现货市场试点也进入试运行阶段。在现货市

场体系建立前,中国电力市场交易将长期表现为合

同电量的中长期交易,交易双方仅约定某一时间周

期内的交割电量,由调度机构根据发电企业总合同

电量安排发电出力。当市场任一发用电主体在电量

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电量偏差,调度机构需要调整

其他发电企业的出力计划以实现系统整体的发用电

量平衡。偏差电量调整需要保证调整方式的经济性

与偏差结算的公平性,使之成为中国电力中长期交

易中的关键问题。

2016年以来,广东、江苏、山东等省份结合《电

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暂行)》(以下简称《基本规

则》)[2]的指导意见出台了各省电力中长期交易市场

规则。偏差电量考核作为市场交易规则的关键组成

部分,对合同偏差电量的处理与结算方式进行了规

定。其中,广东电力市场(现货市场试运行前)采用

等比例调整的方式处理需求侧偏差电量[3],实现了

发用电两侧结算解耦;江苏中长期交易提出采用阶

梯电价的方式考核电力用户合同执行偏差[4],在偏

差电量处理上仍实行非市场化的基数电量滚动方

式;山东通过机组预挂牌报价的方式对上月合同偏

差电量进行统一出清,对机组当月发电计划进行修

正并优先结算调整电量,基数电量仍按月滚动[5]。

国外典型电力市场如美国PJM 和德州电力市场,通

过日前、实时市场逐级细化的方式,按现货市场价格

结算远期合同偏差电量[6-7];英国则建立了电力平衡

机制(balancingmechanism,BM),采用按报价付费

(pay-as-bidpricing)的方式对提供发用电曲线调整

的平衡单元进行补偿[8]。

当前,国内关于偏差电量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

于跨省区电力交易偏差电量结算方面,文献[9]考虑

跨省区交易偏差电量的实时属性,提出采用虚拟分

时电价结算跨省区电力交易偏差电量;文献[10]针

对中国特高压跨区大电网的经营体系和交易现状,

采用计划值比例分摊法处理跨区电网输电交易的偏

差电量;文献[11]设计了一种计及偏差电量分解的

跨省跨区多个购电主体的电能交易结算方法;文献

[12]提出了一种基于频率平均偏差的跨省区交易偏

差电量责任认定模型,设计了相应的偏差电量惩罚

电价,实现了合同电量与偏差电量的差异化定价与

分开结算。此外,基于电力中长期交易偏差考核规

则,文献[13]提出售电公司可通过捆绑负荷参与竞

价、与用户签订可中断负荷合同等多种方式减少偏

差电量考核费用;文献[14]将可中断负荷与售电公

司电量互保策略相结合,提出了售电公司两阶段日

前购电决策模型,在偏差考核机制下最大化售电公

司收益;文献[15]基于JADE(JavaAgentDevelop-

mentFramework)框架多代理仿真系统对国内月度

集中竞价市场相关规则进行仿真,指出偏差考核规

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售电公司的市场报价策略,

进而抬高了市场出清价格。以上工作大多强调了偏

差考核机制下市场主体的经营策略,对合同偏差电

量考核规则本身的研究较少。

中国基数电量与市场电量共存的格局在短期内

不会改变[16],对发电侧机组执行偏差,可通过基数

电量进行兜底;对用电侧,偏差电量考核将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售电公司/大用户的市场交易策略。一方

面,作为引导中长期电量交易向现货市场过渡的核

心手段,偏差电量考核有利于淘汰落后的单纯电力

“中介”,在开放的电力零售市场中促使售电公司强

化用户培育、提高负荷预测水平,增强其业务竞争和

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17],以适应未来现货市场的多

重风险;另一方面,严格的偏差结算机制则可能导致

售电公司面临亏损风险、甚至退出市场,不利于电力

零售市场发展。因此,制定合理的电力中长期交易

合同电量的偏差考核机制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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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该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各省市电力中长期

交易规则,对典型偏差电量处理与结算方式进行了

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当前市场环境

的发电侧偏差电量处理方案;考虑到中国市场电比

例逐步放开的特点,设计了用户侧固定比例全电量

的偏差结算方式,并以用户全电量参与市场交易为

切入点,提出了需求侧分阶段的偏差电量考核机制。

以国内某省月度市场交易数据构建算例,验证了该

分阶段偏差考核机制的有效性。

1　偏差电量处理方式分析与建议

1.1　偏差电量处理方式

偏差电量处理方式是指当市场发用电主体出现

合同执行偏差时,调度机构在发电侧对偏差电量所

采取的平衡方式。根据《基本规则》,现阶段中国电

力中长期交易合同偏差处理主要包括基数电量滚动

调整、偏差电量等比例调整及机组预挂牌月(日)平

衡等,该文将结合国内各省份偏差电量处理的具体

规则对上述偏差处理方式进行分别介绍。

1)基数电量滚动调整。该调整方式的实质是市

场电量优先结算,计划电量滚动调整进行兜底,偏差

责任由合同交易双方自行承担。由于没有明显的发

电侧偏差电量调整过程,因此基数电量滚动调整方

式与现行系统调度方式无明显区别,机制衔接较为

紧密。2016年以前,大多数省份的直接交易采用该

平衡机制,如黑龙江、安徽及蒙东地区等。随着中国

各省计划电量的不断放开,可兜底基数电量将愈发

不足,需要配套开展事后合同电量转让交易,弥补计

划电量的执行偏差,因此该方式仅适用于发电计划

放开比例较低的地区。

2)等比例调整。电力调度机构按照“公平、公

正、公开”原则,每日跟踪各发电企业总合同执行率,

以同类型机组总合同执行率基本相当为目标,安排

次日发电计划;用户承担超用、少用偏差责任并且支

付偏差考核费用,偏差考核费用按照发电企业电量

或者电费比例返还给发电企业[2]。广东、甘肃电力

中长期交易市场均采用了该偏差处理方式。其中,

广东将用户偏差电量按照机组市场合同电量比例分

摊并重新核定机组结算基准电量;甘肃省采用等比

例滚动调整方式,即以同类型机组总合同执行率基

本一致为目标安排发电计划,将发电机组当月产生

的合同电量偏差在次月或年内其他后续月份滚动平

衡,对平衡电量进行年度清算[18]。

与滚动调整方式相比,等比例调整方式实现了

发用电侧合同偏差电量的结算解耦,简化了结算流

程。然而,由于等比例调整仍是非市场化的偏差处

理方式,发用两侧结算解耦也可能损害一部分与优

质用户签订合同的电厂的利益。

3)预挂牌月(日)平衡。在月度集中竞价市场

后,由市场成员进行上调、下调的报价,实际调度运

行中调度机构根据预挂牌价格进行调度,按照调整

成本最小的原则选择提供平衡服务的市场成员。在

该模式下,机组优先发电、基数电量合同原则上应优

先结算,调整偏差所引起的成本由市场偏差责任主

体承担。预挂牌平衡偏差的方式与英国按报价结算

的平衡机制相类似,区别在于预挂牌月平衡方式的

交易周期更长,且市场成员上调、下调的报价基于调

整的电量而非电力。湖南、山东电力中长期交易采

用预挂牌的方式处理偏差电量。其中,湖南电力中

长期交易规则对《基本规则》中的预挂牌月平衡方式

进行了细化,并提出将部分考核盈余资金纳入平衡

账户,作为后续月度平衡和特殊情况处理的资金来

源[19];山东省中长期交易规则中的预挂牌偏差处理

方式实质是预挂牌平衡偏差与基数电量滚动调整相

结合的方式,将用户上月实际合同偏差电量按机组

预挂牌价格排序分解,作为机组月度调整电量累加

至次月合同电量并优先结算、当月结清,机组其余电

量可在后续月份滚动调整。

与基数电量滚动、等比例调整等方式相比,预挂

牌平衡属于市场化的偏差电量处理方式,考虑了发

电企业参与市场平衡的主观意愿,通过发电机组报

价形成了统一的、独立的偏差结算价格,实现了电厂

和用户的结算解耦。然而,预挂牌方式也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电力调度机构的调度管理习惯,使其任

务更加繁重,指令执行难度较大,需要匹配相应的技

术支持系统。

1.2　偏差处理方式建议

基于中国当前基数电量与市场电量共存的市场

格局,同时结合各省电力市场交易规则,该文提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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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预挂牌平衡偏差与滚动/等比例调整相结合的方

式处理电力中长期交易中的合同偏差电量。

具体来看,“预挂牌平衡偏差+滚动调整”模式

对用户月度合同偏差电量采用市场化的预挂牌方式

处理,机组中标电量可作为调整电量累加至次月发

电计划并优先结算,发电侧基数电量和优先发电电

量仍采用滚动调整方式,对发电侧暂不实行偏差考

核。“预挂牌平衡偏差+等比例调整”模式对用户侧

偏差电量进行预挂牌出清,按出清结果修正中标机

组的次月发电计划,以同类型机组总合同执行率基

本相当为目标安排每日发电计划,可对发电机组每

日发电计划的执行偏差进行考核。

与《基本规则》提出的预挂牌月平衡方式相比,

推荐的2种偏差处理方式均为事后挂牌平衡,当月

用户侧偏差电量的预挂牌出清结果将在次月滚动执

行,从而与现有调度方式实现有效衔接,对技术支持

系统改造要求低,有助于市场化的预挂牌平衡偏差

方式落地试行。

2　偏差电量结算方式设计

2.1　偏差电量结算方式

偏差电量结算方式是指电力交易中心对市场主

体的合同偏差电量采取的具有考核色彩的结算方

式。该文后续提出的偏差结算方式特指对电力用户

合同偏差电量的结算,发电侧电量结算受到基数电

量及偏差处理方式影响,在该文中暂不讨论。

根据《基本规则》,现阶段中国各省份偏差考核

机制主要包括按预挂牌价格结算、按集中竞价价差

结算、按固定电价百分比结算3种。其中,山东省中

长期交易规则提出用户全电量参与市场,按预挂牌

价格考核偏差电量。电力用户或售电企业实际用电

量超过其合同电量时,按合同加权平均购电价结算

实际用电量,对阈值(+6%)外正偏差电量按合同加

权平均价的5%考核;超过负偏差阈值(-2%)的偏

差电量按下调服务补偿价考核;偏差考核费用盈余

或缺额部分由所有参与市场的发电机组按上网电量

比重返还或分摊。电力用户合同电量偏差考核费用

可表示为

Cp=
ΔQ-6%QC( ) ×5%PC,av ΔQ ≥6%QC

-2%QC -ΔQ( ) ×Pad ΔQ ≤-2%QC
{

(1)

ΔQ=Q-QC (2)

式中　Cp 表示用户偏差考核费用;Q 表示用户实际

用电量;ΔQ 表示合同偏差电量;QC 和PC,av 分别表

示用户的市场总合同电量和合同加权平均价,Pad

为单位下调服务电量补偿价。

广东省通过等比例调整方式处理合同偏差,电

力大用户和售电公司的允许偏差范围为±4%,在阈

值外的偏差电量按照2倍的月度集中竞争交易成交

价差绝对值进行考核,偏差考核费用可表示为

Cp=
(ΔQ-4%QC)×2×|Pd|,ΔQ ≥4%QC

(-4%QC -ΔQ)×2×|Pd|,ΔQ ≤-4%QC
{

(3)

式中　Pd 为月度集中竞价市场价差。

江苏省电力中长期交易在固定电价百分比基础

上制定了阶梯式的偏差电量考核价格,按照市场化

合同加权平均价结算正偏差电量;正、负偏差超出

3%部分按照燃煤机组标杆电价的10%征收偏差调

整费用;正偏差超过10%部分,按燃煤机组标杆电

价的20%征收偏差调整费用:

CP=
(-3%QC -ΔQ)×10%Pb,ΔQ ≤-3%QC

(ΔQ-3%QC)×10%Pb,3%QC ≤ΔQ ≤10%QC

10%QC ×10%Pb+(ΔQ-10%QC)×20%Pb,

　　　　　　　　ΔQ ≥10%QC

ì

î

í

(4)

式中　Pb 为燃煤机组上网标杆电价。

从各省中长期市场交易规则来看,偏差处理机

制与偏差结算方式在逻辑上相互对应:采用预挂牌

方式处理电量偏差时,对用户侧偏差电量采用上下

调服务加权平均价的形式进行考核;滚动/等比例调

整方式下,没有不平衡服务报价,各省市通常采用月

度竞价价差或燃煤标杆电价进行偏差结算。此外,

在当前发电量充足情况下,各省偏差考核机制在一

定程度上均强化了负偏差的惩罚力度,如山东电力

中长期交易规则设定了差异性的正、负偏差考核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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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范围,广东市场中电力用户的负偏差电量不享受

价差优惠,山西市场中的正偏差电量则不纳入偏差

考核。

2.2　需求侧偏差考核现状分析

合同电量偏差考核费用直接影响用户参与市场

的积极性。在大用户直购电等非全电量市场模式

下,双边交易价格走高时,用户可以选择按目录电价

向电网企业购电,实现无风险获利。在电力中长期

交易模式下,《基本规则》要求用户全电量进入市场,

同时取消目录电价,用户实际用电量超出合同电量

部分(即正偏差)不再由目录电价兜底,受考核风险

增大。以安徽省非全电量直接交易为例,2017年安

徽直接交易市场共考核负偏差市场主体5家,总偏

差电量0.41亿kW·h,产生违约金47.1万元[20]。

相比之下,广东电力中长期交易要求用户全电量参

与竞价,对市场主体的正、负偏差电量均进行考核,

仅2017年11月,广东电力市场需求侧总偏差电量

达4.1亿kW·h,考核费用1600万元,22家售电

公司亏损[21]。该月广东电力市场需求侧偏差分布

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广东省2017年11月需求侧偏差分布情况

Table1　Distributionofdemandsidedeviationin

GuangdongProvinceinNovember2017

偏差率/

%

需求侧企业

个数

总用电量/
亿kW·h

平均用电量/
亿kW·h

<2 31 26.89 0.87

2~5 39 56.38 1.45

5~10 43 21.09 0.49

10~15 11 2.63 0.24

>15 16 0.20 0.01

由表1可以看出,广东该月合同偏差达10%以

上的需求侧企业个数占总数的19.3%,而总用电量

占比不足3%。显然,小规模售电公司或用户的负

荷预测与控制能力相对较差,面临偏差考核风险更

大。对售电公司而言,虽然单个电力用户的偏差率

可能较大而且分散,但只要代理的用户数量足够多,

整体偏差率仍然可控。在国内偏差电量按合同电量

百分比考核的市场交易规则下,售电公司规模越小、

代理用户越少,其负荷预测与抵御考核风险的能力

就越差;相比之下,大规模售电公司在应对偏差考核

方面则具有天然优势。此外,需求侧主体的合同执

行结果还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如图1所示,2017至

2018年间,受年底节假日等因素的影响,广东省电

力市场主体负荷控制难度增加,偏差率呈现明显的

翘尾现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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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东电力市场需求侧偏差率

Figure1　Demandsidedeviationrateof

Guangdongelectricitymarket

2.3　固定比例全电量的偏差结算方式

为了实现非全电量直接交易与全电量中长期交

易市场的有效衔接,同时避免需求侧主体进入全电

量市场后偏差考核成本激增,该文提出固定比例全

电量的偏差结算方式。固定比例全电量方式是指,

年度/月度市场交易开始前,电力交易中心根据本省

市场电量开放比例事先约定用户实际用电量中市场

电的固定比例α;用户根据自身负荷预测结果以及

市场电固定比例参与双边协商和集中竞价市场进行

购电。结算时,按比例α 计算用户市场实际完成电

量,作为偏差考核结算基准;按照市场合同加权平均

价结算用户正偏差电量,并对阈值外(±4%)偏差电

量按照2倍的月度集中竞争交易成交价差绝对值进

行考核。固定比例全电量模式下,用户侧偏差考核

成本可表示为

Cp=

(ΔQα-4%QC)×2×|Pd|,

　　　　ΔQα ≥4%QC

(-4%QC -ΔQα)×2×|Pd|,

　　　　ΔQα ≤-4%QC

ì

î

í (5)

ΔQα=αQ-QC (6)

式中　ΔQα 表示市场电固定比例为α 时的合同偏

差电量。相比非全电量双边交易模式下的无风险获

利,固定比例全电量偏差结算方式实现了对非全电

量参与市场交易的电力用户的正偏差考核,促使售

电公司/大用户提高自身负荷预测精度以降低偏差

考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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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阶段偏差考核机制设计

电力用户偏差考核费用除受到市场模式的影响

外,还受到偏差考核阈值和偏差结算方式的影响。

广东电力市场为降低市场主体交易成本,自2019年

1月起将偏差考核阈值±2%上调至±4%;重庆电

力市场则希望通过豁免偏差考核的方式抵消偏差考

核阈值由±5%下调为±3%带来的市场不利影响。

为避免电力用户由于市场环境和偏差考核规则变化

出现考核费用大幅提高、参与市场积极性下降甚至

退出市场的情况,该文提出面向电力中长期交易的

用户侧分阶段偏差考核机制,如表2所示。实际上,

“分阶段”思想在工程建设[23]、金融投资[24]、教学考

核[25]等方面已得到广泛应用。将一次性考核转变

为分阶段考核被认为能够更有效的实现行为干

预[26],有利于引导需求侧主体提高自身负荷预测和

控制能力。

表2　分阶段的偏差电量考核机制设计

Table2　Designofastageddeviationassessment

mechanism

阶段 市场模式 偏差处理 考核阈值 偏差结算

A阶段
非全电量

直接交易
基数电量滚动 ±4% 2倍价差

B阶段

B1期

B2期

B3期

全电量中

长期市场

等比例调整/
滚动调整

±4% 1倍价差

±4% 2倍价差

±2% 2倍价差

C阶段
全电量中

长期市场
预挂牌平衡 -2%,0

按挂牌价

格结算

其中,在非全电量直接交易模式下(A阶段),需
求侧主体的正、负偏差采用“固定比例全电量”方式

结算。全电量中长期交易市场按偏差电量处理方式

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阶段:滚动/等比例调整阶段(B
阶段)和预挂牌月平衡阶段(C阶段)。其中,B阶段

按偏差考核力度与阈值细分为3个时期:B1期旨在

帮助市场主体适应全电量交易规则、规范自身的用

电行为,用户正偏差电量以合同加权平均价结算电

量电费,对阈值范围外的偏差电量可设定较为宽松

的考核阈值与考核力度,实现与非全电量直接交易

(A阶段)的平稳过渡;通过提高考核力度(B2期)或
收窄考核阈值(B3期),可进一步要求市场主体提升

自身负荷预测能力,逐步淘汰经营不善的售电企业,

同时促使负荷预测精度不高的电力用户选择售电公

司来提高风险规避和议价能力。随着中长期交易市

场发展,可适时引入预挂牌等市场化偏差处理机制

(C阶段),按上下调服务报价支付考核费用,通过价

格信号 反 映 市 场 供 需 关 系,引 导 电 力 资 源 的 优

化配置。

4　算例分析

以广东全电量中长期交易偏差考核结果为基础

进行算例分析。需求侧偏差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假定用户实际用电偏差在偏差区间内均匀分布;月
度集中竞价交易价差为-46.4厘/kWh;预挂牌上、

下调服务加权平均价差分别为20厘/kWh和100
厘/kWh,预挂牌方式下用户的正偏差电量考核费

用按上调服务加权平均价与月度集中竞价交易价差

绝对值的和计算。各阶段月度合同偏差考核结果如

表3所示。

表3　月度合同偏差考核结果

Table3　Monthlycontractdeviationassessmentresults

阶段 时期 受考核主体数 偏差考核费用/万元

α=0.3 83 294.89

A阶段 α=0.4 83 416.03

α=0.5 82 506.24

B1 82 535.13

B阶段 B2 82 986.81

B3 109 2046.95

C阶段 - 127 2547.43

从表3可以看出:

①非全电量直接交易 A 阶段采用固定比例全

电量考核的方式,在相同的考核阈值下,需求侧主体

月度偏差考核费用与市场电固定比例α 成正比;α

越大,市场越接近全电量交易,用户偏差考核费用越

高。可通过逐步放开市场电比例,引导用户适应全

电量参与市场交易下的偏差考核风险;当市场电比

例放 开 至 50% 时,可 考 虑 进 入 全 电 量 市 场 交

易模式。

②用户全电量进入市场交易后,直接采用较为

严格的偏差考核阈值与考核力度,或采用机组预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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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报价的方式平衡偏差,市场主体偏差考核费用将

较非全电量直接交易时期大幅度提高,即由 A 阶段

(α=0.5)506.24万元提升至2046.95万元(B3期)

或2547.43万元(C阶段),可能导致售电公司大幅

亏损、甚至退出市场。相比之下,所提出的分阶段偏

差考核机制能够缓解需求侧主体的偏差考核压力,

防止用户由于偏差考核费用骤增而退出市场的情况

发生,体现了偏差考核机制设计的合理性。

在现实电力中长期交易市场中,由于偏差考核

机制的存在,负荷预测和管理能力低下的售电公司

逐渐被市场淘汰,售电公司和电力大用户为了获得

更多的收益,将主动提高自身的负荷预测和管理能

力,小规模售电公司则可能选择抱团,通过偏差电量

互保[14]、合同电量转让或调整[18]等手段降低电量

偏差。若在中长期交易各时期/阶段,市场主体的合

同执行偏差均能够相比前一时期/阶段降低15%,

得到需求侧月度合同偏差考核仿真结果如表4和图

2所示。

表4　计及偏差率阶段性下降的月度合同偏差考核结果

Table4　Monthlycontractdeviationassessmentresults

consideringperiodicaldeclineofdeviationrate

阶段 时期 受考核主体数 偏差考核费用/万元

A阶段 α=0.3 83 294.89

B1 74 325.48

B阶段 B2 64 412.50

B3 91 781.35

C阶段 - 118 1171.06

原考核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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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月度合同偏差考核结果对比

Figure2　Comparisonsofmonthlycontractdeviation

assessmentresults

从表4和图2可以看出:考虑市场主体合同偏

差率阶段性下降时,市场受考核主体个数在相同时

期内有所减少,偏差考核费用降低。其中,预挂牌月

平衡方式下用户考核费用由2547.43万元下降至1

171.06万元,下降幅度高达54.3%。可以认为,在

分阶段的偏差考核机制下,通过合理调整市场电固

定比例α以及偏差考核阈值与考核力度,能够有效

引导电力用户/售电公司提高自身负荷预测和管理

能力,降低偏差考核费用,平稳推进非全电量市场向

全电量市场、电力中长期交易向现货市场过渡。

5　结语

偏差电量考核是中国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中的

重点问题,合理的偏差考核机制有利于培育电力市

场主体,推动建立中长期和现货交易相结合的市场

化电力电量平衡机制。该文首先对《基本规则》提出

的基数电量滚动、等比例调整、预挂牌平衡等偏差处

理方式进行了对比分析,结合国内各省电力中长期

交易偏差考核具体规则,提出了预挂牌平衡偏差与

滚动/等比例调整相结合的偏差处理方式。偏差电

量结算方面,考虑非全电量直接交易与全电量参与

市场交易时用户偏差考核风险的差异性,设计了用

户侧非全电量直接交易模式下的“固定比例全电量”

偏差结算方式,进而提出了面向电力中长期交易的

需求侧分阶段偏差电量考核机制。算例结果表明,

该文提出的分阶段偏差考核机制能够有效驱动市场

主体提高自身负荷预测和管理能力,减少偏差电量

考核费用,有利于引导我国各省电力市场由非全电

量直接交易模式向全电量中长期交易和电力现货市

场平稳过渡。

在分阶段偏差电量考核机制的市场实际运作

中,电力交易中心等运营机构也需要建立有效的市

场发展评价体系,实现各市场阶段的精准划分,避免

出现分阶段考核机制失效或市场发展延缓等问题。

此外,考虑到分阶段偏差电量考核机制仍按合同电

量百分比划定市场主体的考核阈值,在预挂牌平衡

等市场化偏差处理方式下,小规模市场主体相比大

规模市场主体将承担更多的偏差调整费用,偏差考

核机制在不同规模市场主体间的公平性问题仍有

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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