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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新能源市场化交易规则对比——2024 VS 2025 
 

新能源入市持续推进，交易电量占比近半 

目前新能源发电消纳方式包括三类：保障性收购、常规电能量市场化交易、
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2021 年 4 月，两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电力现
货市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引导新能源项目 10%的预计当期电量通
过市场化交易竞争上网，市场化交易部分可不计入全生命周期保障收购小时
数，尽快研究建立绿色电力交易市场，推动绿色电力交易。标志着开始正式
从国家层面推动新能源电量入市。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截止 2023 年底，国
内新能源市场化交易电量达到 6845 亿千瓦时，占新能源总发电量的 47.3%。 

“十四五末”将近，新能源市场化交易节奏或进一步加快 

2024 年 11 月 29 日，中电联发布《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发展规划蓝皮书》，首
次明确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提出“三步走”
战略：第一步，到 2025 年初步建成，实现跨省跨区市场与省内市场有序衔
接；第二步，到 2029 年全面建成，实现新能源在市场中的全面参与；第三
步，到 2035 年完善提升，支持新能源大规模接入，形成市场、价格和技术
全面协调的市场机制。 

市场化交易规则对比——2024 年 VS 2025 年 

电量：市场化电量比例继续提高。目前，广东、江苏、浙江、湖北、河北、
新疆、陕西等区域均已公布 2025 年电力交易方案或优先购电计划，我们对
上述省份 2025 年和 2024 年文件中“新能源市场化交易”的相关表述进行
对比，可以看到，其入市节奏均有明显的加快趋势：对于集中式电站，规定
市场化电量比例提高或保障性小时数（优发电量）降低；对于分布式电站，
新增或明确电站参与市场机制，鼓励分布式发电项目入市。 

电价：分时机制下变数仍存，限价政策有所缓解 

一方面，发用两侧分时段交易已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对比风光出力曲线，
风电市场化交易电价受影响相对较小，而部分地区峰谷时段或对光伏市场化
交易电价产生显著影响。根据我们整理，2024 年上半年新疆、甘肃、冀南、
黑龙江、山东风电交易均价分别为 213.45、270.87、429、312.01、354.5
元/MWh，光伏发电交易均价分别为 165.43、181.92、353、308.78、341.39
元/MWh，风电交易电价具备明显优势。 

另一方面，我们对比甘肃、宁夏、陕西三省 2024 与 2025 年新能源价格形
成机制，可以看到，宁夏 2025 年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仍要求申报价格不超过
基准电价，而甘肃与陕西方案中均未提及新能源市场化交易电价的限价机
制，其电价压力或有所缓解。 

投资建议：“十四五末”将近，新能源市场化交易节奏或进一步加块，2025
年多个省份电力交易方案中对其交易规则进行明确表述，市场化电量占比明
显提高，分时交易机制下新能源市场化电价变数仍存，但考虑部分省份限价
政策放宽，其压力或有所缓解。标的方面，新能源行业建议关注【龙源电力
H】【大唐新能源】【新天绿色能源】【太阳能】；火电行业建议关注【华电国
际】【申能股份】【浙能电力】【皖能电力】；水电行业建议关注【长江电力】
【川投能源】【华能水电】【远达环保】【国投电力】;核电行业建议关注【中
广核电力 H】【中国核电】【中国广核】。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风险、电力价格波动风险、新能源装机增速不及预
期风险、电站造价提高风险、产业政策调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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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能源入市持续推进，交易电量占比近半 

2023 年新能源市场化交易电量占比近半。目前新能源发电消纳方式包括三类：保障性收

购、常规电能量市场化交易、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2021 年 4 月，两部委发布《关于进一
步做好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引导新能源项目 10%的预计当期电量通

过市场化交易竞争上网，市场化交易部分可不计入全生命周期保障收购小时数，尽快研究

建立绿色电力交易市场，推动绿色电力交易。标志着开始正式从国家层面推动新能源电量
入市。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截止 2023 年底，国内新能源市场化交易电量达到 6845 亿千

瓦时，占新能源总发电量的 47.3%。 

图 1：当前国内新能源发电消纳模式 

 
资料来源：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电力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2. “十四五末”将近，新能源市场化交易节奏或进一步加快 

2024 年 11 月 29 日，在国家能源局的统筹组织下，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下称“中电联”）
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发布《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发展规划蓝皮书》，首次明确了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提出“三步走”战略： 

➢ 第一步，到 2025 年初步建成，实现跨省跨区市场与省内市场有序衔接； 

➢ 第二步，到 2029 年全面建成，实现新能源在市场中的全面参与； 

➢ 第三步，到 2035 年完善提升，支持新能源大规模接入，形成市场、价格和技术全面

协调的市场机制。 

图 2：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发展“三步走”战略 

 
资料来源：索比光伏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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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场化交易规则对比——2024 年 VS 2025 年 

3.1. 电量：市场化电量比例继续提高 

目前，广东、江苏、浙江、山西、湖北、河北、新疆、陕西等区域均已公布 2025 年电力
交易方案或优先购电计划，我们对上述省份进行梳理，可以看到其文件中均对“新能源市

场化交易”进行了较明确的表述。 

表 1：部分省份 2025 年新能源市场化交易相关规则 

区域  相关表述 

广东 

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中调调管风电场站、光伏电站全部作为市场交易电源，参与中长期、现货和绿电交易，

原则上按实际上网电量的 70%安排基数电量。有序推动满足技术条件的 110kV 电压等级集中式风电场站、光伏电

站参与现货，原则上按实际上网电量的 90%安排基数电量；2025 年底前实现全部 110kV 电压等级的集中式风电场

站、光伏电站参与市场交易。对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新增并网的 11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集中式光伏，原则上按

实际上网电量的 50%安排基数电量。鼓励分布式新能源以聚合虚拟电厂方式参与现货电能量交易和绿电交易。 

江苏 

集中式光伏、风电:优先组织未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政策范围内的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参与绿电交

易，不参加绿电交易的集中式光伏、风电全年保量保价发电小时数分别为 400、800 小时。分布式光伏、分散式

风电:成功核发绿证后，可直接参加绿电交易，或由分布式发电聚合商聚合参与绿电交易。 

浙江 

统调风电、光伏 90%电量（暂定）分配政府授权合约，执行政府定价，10%电量通过现货市场交易，自愿参与绿电

交易。 

非统调风电、光伏自愿参与绿电交易，其中分布式以聚合方式参与 

山西 
支持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自 2025 年 1 月起，分布式新能源可自愿选择以独立或聚合方式参与绿电、绿证交易，

暂不承担相关市场运营费用。 

湖北 
110 千伏及以上新能源电站须直接参与中长期及现货交易，110 千伏以下新能源场站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或作为价

格接受者。 

新疆 

风电机组优先发电计划电量 248.82 亿千瓦时，普通风电项目保量保价优先小时数 895 小时，计划电量 241.56 亿

千瓦时。 

太阳能发电机组优先发电计划电量 181.85 亿千瓦时，普通光伏项目保量保价优先小时数 500 小时，计划电量

176.01 亿千瓦时。 

冀南电网 

省调直调光伏省内市场化电量比例暂定为 60%，风力发电场站省内市场化电量比例暂定为 30%。2025 年 10 千伏

及以上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分阶段参与市场，其中，1 月 1 日开始，首次并网的增量分布式光伏参与市场，7 月 1

日开始，存量分布式光伏参与市场，上网电量入市比例暂定为 20%。分布式光伏以聚合(直接)或接受市场价格模式

参与市场。 

陕西 

纳入规划的集中式风电企业、集中式光伏发电企业及统调水电企业上网电量，除保障居民、农业用电及线损电量

等对应的优先发电合同电量外，全部参与市场交易。光伏扶贫项目、光伏领跑者项目等按有关政策可暂不入市。 

鼓励分布式新能源（含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下同）上网电量自愿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扩大绿色电力供给。

省调调管的分布式新能源可直接参与批发市场交易，其他分布式新能源原则上主要以聚合方式参与交易。 

资料来源：广东省能源局，中国能源新闻网，浙江省发改委，中国储能网，新疆发改委，河北省发改委，北极星售电网，我的钢铁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我们对上述省份 2025 年和 2024 年文件中“新能源市场化交易”的相关表述进行对比，

可以看到，其入市节奏均有明显的加快趋势，具体来看： 

➢ 集中式电站：规定市场化电量比例提高或保障性小时数（优发电量）降低； 

➢ 分布式电站：新增或明确电站参与市场机制，鼓励分布式发电项目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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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部分省份 2025 年和 2024年文件中“新能源市场化交易”的相关表述对比 

 

资料来源：广东省能源局，中国能源新闻网，浙江省发改委，中国储能网，新疆发改委，河北省发改委，北极星售电网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3.1. 电价：分时机制下变数仍存，限价政策有所缓解 

3.1.1. 分时交易影响新能源电价，风电表现优于光伏 

12 月 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 2025 年电力中长期合同签约履
约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全面推进分时段、带曲线签约，持续完善电力中长期合同价格形

成机制，各地要根据当地电力运行实际特别是净负荷曲线变化特征，持续优化、细化电力

中长期交易时段划分，并保障在发用两侧分时段同步交易、执行和结算。 

图 4：用户侧分时电价与发电侧交易电价衔接——分时段交易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北极星售电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对比风光出力曲线，风电市场化交易电价受影响相对较小，而部分地区峰谷时段或对光伏

市场化交易电价产生显著影响。根据文献《考虑风光出力波动性的实时互补性评价方法》

（刘永前等）研究，我们选取了多个典型日内风光出力曲线情况，可以看到，风电出力曲
线随机性相对较强，同时没有明显的大发或零出力时段；对比之下，光伏发电出力曲线特

征更为突出，仅日间可以进行出力发电，且大发时段多集中于午间，而夜间时段出力基本

为零。根据我们整理，2024 年上半年新疆、甘肃、冀南、黑龙江、山东风电交易均价分
别为 213.45、270.87、429、312.01、354.5 元/MWh，光伏发电交易均价分别为 165.43、

181.92、353、308.78、341.39 元/MWh，风电交易电价具备明显优势。 

图 5：典型日内风光出力情况（MW）  图 6：2024年上半年部分省份风光发电交易均价（元/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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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考虑风光出力波动性的实时互补性评价方法》刘永前等，天风

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上海市太阳能学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3.1.2. 部分省份限价政策有所缓解 

甘肃、陕西 25 年电力交易方案未提及新能源市场化交易限价政策，电价压力或有所缓解。

整理甘肃、宁夏、陕西三区域 2025 年电力交易方案中关于新能源价格机制表述： 

➢ 甘肃：新能源企业交易价格由购售双方自主协商形成，各时段申报价格限制按照省内

电力现货市场价格上下限设定，峰谷价差比例由市场自主形成。 

➢ 宁夏：为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综合考虑光伏投资成本回收，并进一步拉大峰谷价
差，新能源价格浮动比例暂定为 30%，即用户与新能源平段交易申报价格不超过基准

电价，峰段交易申报价格不低于平段价格的 130%，且不超过基准电价的 150%，谷段

交易申报价格不超过平段价格的 70%。新能源峰段价格上浮比例不高于谷段价格下浮

比例。 

➢ 陕西：新能源发电企业电能量交易价格（含绿色电力交易）由市场经营主体通过双边

协商、集中交易等市场化方式形成。 

可以看到，宁夏 2025 年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价格形成机制与 2024 年相同，均要求申报价格

不超过基准电价，而甘肃与陕西 2025 年电力交易方案中均未提及新能源市场化交易电价

的限价机制，其电价压力或有所缓解。 

图 7：甘肃、宁夏、陕西 2024与 2025年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价格机制对比 

 

资料来源：甘肃省发改委，宁夏发改委，北极星售电网，我的钢铁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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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建议 

“十四五末”将近，新能源市场化交易节奏或进一步加块，2025 年多个省份电力交易方

案中对其交易规则进行明确表述，市场化电量占比明显提高，分时交易机制下新能源市场

化电价变数仍存，但考虑部分省份限价政策放宽，其压力或有所缓解。 

标的方面，新能源行业建议关注【龙源电力 H】【大唐新能源】【新天绿色能源】【太阳能】；

火电行业建议关注【华电国际】【申能股份】【浙能电力】【皖能电力】；水电行业建议关注

【长江电力】【川投能源】【华能水电】【远达环保】【国投电力】;核电行业建议关注【中广

核电力 H】【中国核电】【中国广核】。 

5.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如果未来经济增长放慢，全社会用电量增长速度将放缓，有可能造成

弃风、弃光情况，对发电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电力价格波动风险：随着电力体制改革推进，市场化交易电量比例持续提高，跨省区交易
比例大幅增长，现货交易加快推进，交易品种日趋完善，电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市场化

交易电价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新能源装机增速不及预期风险：伴随新能源装机规模和占比的持续扩张，其消纳问题可能

逐渐突出，后续装机增速可能面临下滑风险。 

电站造价提高风险：风光电站上游设备价格存在波动性，同时面临配储带来的成本抬升，

未来电站造价可能出现波动。 

产业政策调整风险：新能源行业发展和政策走向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若未来政策发生调整，

导致补贴兑现不及预期，则可能对行业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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