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三个市场交易规则有关修订条款

(2020 年 7 月修订版)

一、《山东省电力现货市场交易规则(试行)》修订条款

(一) 第 5.2.2 条第一款修订为：现货日前市场报价。

申报价格表示机组运行在不同出力点的微增电量价格，即在

出力点每增加一个单位出力的报价。可最多申报 10 个出力

点及对应价格，每个点需申报出力（MW）和该出力对应报价

（元/MWh），报价点之间的微增电量价格由相邻两点的连线

决定，机组的发电成本为第一点到最后一个出力点的报价曲

线的积分。第一个点的出力不得高于机组的最低技术出力，

最后一个出力点为机组的额定有功功率。报价曲线必须随出

力增加单调非递减。每连续两个出力点间的长度不能低于机

组额定有功功率与最低技术出力之差的 5%。每个申报出力点

的对应报价均不可超过申报价格的上限、下限限制。详细的

申报信息表单见附件 2。

实际出清计算中，根据精度要求和计算效率将每两个报

价点做阶梯化分解处理，两个连续报价点之间的分段个数最

大为 50。

（二）第 5.5.4 条第一款修订为：供热机组。各发电集

团和独立直调公用电厂以正式文件形式在每年供暖期 10 个



工作日前向调度机构报送各直调公用电厂供暖期供热机组

最小方式（含民生和工业供热），在每年 3 月 1 日前向调度

机构报送各直调公用电厂当年工业供热机组最小方式。

（三）第 5.7.2 条第三款修订为：检修后调试（试验）

机组。经调度机构审核同意的检修后调试（试验）机组，按

照调试（试验）计划设置开机状态，不参与优化。调试（试

验）时段内的发电出力处理机制与调试（试验）的在运机组

相同，作为市场结算的执行依据。检修后调试（试验）机组

在开机后 48 小时内必须报竣工，竣工后机组按照市场规则

参与日前市场出清。

（四）第 5.7.3 条修订为：发电机组开机运行后，在其

最小连续运行时间内，原则上安排其连续开机运行，按照其

日前市场报价参与市场出清，确定其发电出力。某交易时段

中，若最小连续运行时间内机组仅中标发电机组申报出力下

限，该时段内该台机组不参与市场定价；若发电机组申报出

力下限之上的发电能力中标，该时段内该台机组可参与市场

定价。

（五）第 5.7.5 条修订为：申报为运行日供热的供热机

组，在供热时段内的机组状态为开机，不参与机组组合优化。

当供热电厂申报的运行日供热机组方式影响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或现货市场正常运转时，调度机构根据各发电企业报送

的供热机组最小方式，按照优先保障民生供热的原则对申报

的供热机组进行合理调减。



（六）第 9.3.6 条第三款修订为：在参与交易发电单元

和独立辅助服务提供者的调频调节速率不能满足电网次日调

频调节速率需求的情况下，电力调度机构按照“性能优先、按

需调度”的原则将不参与交易的发电单元和独立辅助服务提供

者纳入调频服务组合参与调频服务，调频服务费用按照日前出

清价结算，发电单元的调频机会成本按照其运行日的事后机会

成本结算。

（七）第 9.3.9 条修订为：实际运行中，电力调度机构

因电网需要临时调用调频辅助服务时，按照“价格优先，性能

优先，时间优先，按需调度”的原则调用各发电单元和独立辅

助服务提供者，临时调用发电单元和独立辅助服务提供者的调

频辅助服务费用按照日前出清价结算，发电单元的调频机会成

本按照其运行日的事后机会成本结算。

（八）第 10.14条修订为：

综合考虑发电机组类型、投产年限、可用状态等因素, 以

容量补偿方式补偿发电机组固定成本。发电容量补偿费用按照

省发展改革委核定的容量补偿电价（元/度）向用户侧收取，

每月结算一次。

发电容量补偿费用=机组月度可用容量×用户侧容量补偿

费用/ �
�（机组月度可用容量）� ，N 为全网所有市场化机组个

数。

其中：

用户侧容量补偿费用=容量补偿电价×全网所有市场化



用户月度用电量

机组月度可用容量=（机组额定容量（高背压供热机组

在高背压运行期间，取其出力上限）-执行政府定价部分容

量）×机组月度可用小时数/当月总小时数。（若为负数或 0，

均按 0 处理）

执行政府定价部分容量=机组当月按政府定价结算的电

量/[（当月具有容量补偿资格的所有机组按政府定价结算的

电量+当月全网市场化用户省内结算电量）/当月具有容量补

偿资格的所有机组可调用容量（高背压机组出力上限）之和]

机组月度可用小时数包括机组运行状态、备用状态下的

小时数（小时数按取整原则统计）。机组计划检修、临故修

（含缺煤停机）期间不计入机组可用小时数之内。

机组已投产运行年限超过设计年限后，给予 80%的发电

容量补偿费用。

（九）第 12.4.2条修订为：

参与市场的机组总电费收入由基数合约电费收入与综

合市场交易电费收入构成。综合市场交易电费总收入包含容

量补偿费用和市场电量交易电费收入，其中市场电量交易电

费收入包括中长期合约电费、日前市场偏差电费、实时市场

偏差电费、基数合约交易环节结算盈亏、中长期合约交易环

节结算盈亏、补偿费用、考核费用。

计算公式如下：

R = R基数 + R容量 + R电量



R电量 = R中长期 + R日前偏差 + R实时偏差 + R基数交易 +

R中长期交易 + R补偿 + R考核 + R分摊 + R返还

其中：

�为市场化机组总电费收入；

R基数为机组基数合约电费收入；

R容量为机组容量补偿电费收入。

R电量为机组电量交易电费收入；

R中长期为机组中长期合约电费收入；

R日前偏差为机组日前市场偏差电费收入；

R实时偏差为机组实时市场偏差电费收入；

R基数交易为机组基数合约交易环节的盈亏；

R中长期交易为机组中长期合约交易环节的盈亏；

R补偿为机组启动等补偿费用；

R考核为机组供热等考核费用；

R分摊为机组分摊费用；

R返还为机组返还费用；

（十）第 12.5.1条修订为：

批发市场用户侧电费支出包含省外交易电费、中长期合约

电费、日前市场偏差电费、实时市场偏差电费、中长期合约交

易环节盈亏、分摊费用、市场盈余等平衡资金返还费用，直接

参与批发市场的电力用户电费支出还包含容量补偿电费。计算

公式如下：

C售电公司支出 = C电量



C批发用户支出 = C电量 + C容量

C电量 = C省外 + C中长期 + C日前偏差 + C实时偏差 + C中长期交易

+ C分摊 + C返还

其中：

C售电公司支出为批发市场售电公司电费支出；

C批发用户支出为批发市场直接参与批发市场的电力用户电

费支出；

C电量为用户侧电量交易电费；

C容量为用户侧支付的机组容量补偿电费。

C省外为用户侧省外交易电费；

C中长期为用户侧中长期合约电费；

C日前偏差为用户侧日前市场偏差电费；

C实时偏差为用户侧实时市场偏差电费；

C中长期交易为用户侧中长期合约交易环节盈亏；

C分摊为用户侧的分摊费用；

C返还为用户侧的市场盈余等平衡资金返还费用；

（十一）第 15.2.4 条修订为：经事前监管后的市场出清

结果，作为市场结算的执行依据，同时作为可靠性机组组合

校验形成当日市场主体的发电计划的依据。

（十二）附件 2 日前市场申报信息表单修订为：说明第

五款：5、每连续两个出力点的长度不能低于机组额定有功

功率与最低技术出力之差的 5%；说明第六款：6、报价点数

N≤10。



二、《山东省电力中长期市场交易规则(试行)》修订条

款

（一）第 9.4 条修订为：

参与市场的机组总电费收入由基数合约电费收入与综

合市场交易电费收入构成。综合市场交易电费总收入包含容

量补偿费用和市场电量交易电费收入，其中市场电量交易电

费收入包括中长期合约电费、日前市场偏差电费、实时市场

偏差电费、基数合约交易环节结算盈亏、中长期合约交易环

节结算盈亏、补偿费用、考核费用等。日前市场偏差电量电

费、实时市场偏差电量电费、补偿费用、考核费用等结算方

式按照《山东省电力现货市场交易规则（试行）》规定执行。

计算公式如下：

R = R基数 + R容量 + R电量

R电量 = R中长期 + R日前偏差 + R实时偏差 + R基数交易 +

R中长期交易 + R补偿 + R考核 + R分摊 + R返还

其中：

R为市场化机组总电费收入；

R基数为机组基数合约电费收入；

R容量为机组容量补偿电费收入。

R电量为机组电量交易电费收入；

R中长期为机组中长期合约电费收入；

R日前偏差为机组日前市场偏差电费收入；

R实时偏差为机组实时市场偏差电费收入；



R基数交易为机组基数合约交易环节的盈亏；

R中长期交易为机组中长期合约交易环节的盈亏；

R补偿为机组启动等补偿费用；

R考核为机组供热等考核费用；

R分摊为机组分摊费用；

R返还为机组返还费用。

（二）第 9.9 条修订为：

批发市场用户侧电费支出包含省外交易电费、中长期合约

电费、日前市场偏差电费、实时市场偏差电费、中长期合约交

易环节盈亏、分摊费用、市场盈余等平衡资金返还费用，直接

参与批发市场的电力用户电费支出还包含容量补偿电费。日前

市场偏差电量电费、实时市场偏差电量电费、分摊费用、市场

盈余等平衡资金返还费用等结算方式按照《山东省电力现货市

场交易规则（试行）》规定执行。计算公式如下：

C售电公司支出 = C电量

C批发用户支出 = C电量 + C容量

C电量 = C省外 + C中长期 + C日前偏差 + C实时偏差 + C中长期交易

+ C分摊 + C返还

其中：

C售电公司支出为批发市场售电公司电费支出；

C批发用户支出为批发市场直接参与批发市场的电力用户电

费支出；

C电量为用户侧电量交易电费；



C容量为用户侧支付的机组容量补偿电费。

C省外为用户侧省外交易电费；

C中长期为用户侧中长期合约电费；

C日前偏差为用户侧日前市场偏差电费；

C实时偏差为用户侧实时市场偏差电费；

C中长期交易为用户侧中长期合约交易环节盈亏；

C分摊为用户侧的分摊费用；

C返还为用户侧的市场盈余等平衡资金返还费用。

三、《山东省电力零售市场交易规则(试行)》修订条款

（一）第六条修订为：场外双边交易零售合同由电力用

户向售电公司发起邀约，售电公司负责将合同录入零售市场

交易平台，用户在当月 24 日前确认后建立合同关系，从次

月 1 日 0 时起生效。场外双边交易零售合同应符合零售市场

交易平台数据录入技术标准要求（初期暂按零售套餐技术要

求执行）。

（二）第十四条修订为：电力零售套餐的内容主要包括代

码、电量价格机制、基准曲线、电量偏差处理机制、期限、解

约条款、适用对象等。

（三）第三章第二节标题修订为“电量价格机制和基准曲

线”。本节增加第二十一条：零售套餐应设置基准曲线。基准

曲线应依次确定全天 24小时各时段的用电量比例，全天总和

为 1。基准曲线分工作日基准曲线、周六基准曲线、周日基准

曲线、节假日基准曲线四类。



（四）第三章第三节电量偏差处理机制修订为：

1.原第二十一条修订为第二十二条：零售套餐可设置基于

基准曲线的偏差考核或基于用户申报电量的偏差考核。市场主

体为集团用户的，偏差考核费按分（子）户结算期内实际用电

量比例分摊偏差考核费用。

2.增加第二十三条：基于基准曲线的偏差考核以小时为周

期。首先确定正偏差考核时段和负偏差考核时段，并以套餐基

准曲线内规定的各考核时段用电量比例为基准值Qp基准。当用

户正偏差考核时段内实际用电量占全天用电量比例超出基准

值时，X�%以内的多用电量免于偏差考核，X�%以外的多用电量

按照该时段现货实时市场用电侧电量价格的Y�%收取偏差考核

费用；当用户负偏差考核时段内实际用电量占全天用电量比例

少于基准值时，X2%以内的少用电量免于偏差考核，X2%以外的

少用电量按照该时段现货实时市场用电侧电量价格的Y2%或固

定价格Y收取偏差考核费用。

3.原第二十二条修订为第二十四条：基于用户申报电量考

核方式可以设置以月度、日、小时为周期的电量偏差考核条款。

偏差考核主要包括月度（日）用电总量偏差考核法、月度

时段偏差电量考核法、日时段偏差电量考核法。月度（日）用

电总量偏差考核法应将考核阈值、考核价格（或价格机制）分

解到月（日）。月度时段偏差电量考核法、日时段电量偏差考

核法应将考核阈值、考核价格机制分解到相应时段。

4. 原第二十三条修订为第二十五条：月度（日）用电总



量偏差考核法以电力零售用户申报的月度（日）总用电量为基

准值Q基准。当用户实际用电量超出基准值时，X�%以内的多用

电量免于偏差考核，X�%以外的多用电量按照其月度加权平均

电量价格的Y�%收取偏差考核费用；当用户实际用电量少于基

准值时，X2%以内的少用电量免于偏差考核，X2%以外的少用电

量按照其月度加权平均电量价格的Y2%收取偏差考核费用。

5. 原第二十四条修订为第二十六条：月度时段偏差电

量考核法以电力零售用户申报的某个或多个时段月度总用电

量为基准值Q基准。当用户实际用电量超出基准值时，X�%以内

的多用电量免于偏差考核，X�%以外的多用电量按照该时段其

月度加权平均电能量价格的Y�%收取偏差考核费用；当用户实

际用电量少于基准值时，X2%以内的少用电量免于偏差考核，

X2%以外的少用电量按照该时段其月度加权平均电能量价格的

Y2%收取偏差考核费用。月度各时段考核费用之和为售电公司

向用户收取的月度总偏差考核费用。

6. 原第二十五条修订为第二十七条：日时段偏差电量

考核法以电力零售用户申报的日用电曲线中每小时用电量为

基准值Q基准。当用户该小时内实际用电量超出基准值时，X�%

以内的多用电量免于偏差考核，X�%以外的多用电量按照该时

段现货实时市场用电侧电量价格的Y�%收取偏差考核费用；当

用户实际用电量少于基准值时，X2%以内的少用电量免于偏差

考核，X2%以外的少用电量按照该时段现货实时市场用电侧电

量价格的Y2%收取偏差考核费用。月内各小时考核费用之和为



售电公司向用户收取的月度总偏差考核费用。

（五）第三章第七节适用对象修订为：

1.原第三十二条修订为第三十四条：零售套餐可设置为适

用所有电力用户，也可以设置具体条件门槛。场外双边合同不

设置条件门槛。

2.原第三十三条修订为第三十五条：零售套餐门槛设置方

法可选择以下一条或多条。

（一）按用户行业分类设置。

（二）按用户计量条件（分时计量或按峰平谷分段计量）

设置。

（三）按用户年用电量设置。

（四）按用户月用电量设置。

条件（一）、（二）为选择套餐时的前置条件。

条件（三）、（四）不作为选择套餐的前置条件，但可以

设置惩罚性电价机制。当用户实际年（月）用电量小于该基准

电量时，售电公司在套餐内设置基准年（月）用电量和相应的

惩罚价格P罚年（P罚月），用户需缴纳的惩罚金F罚为用户实际

年（月）用电量和基准年（月）用电量的差值Q差与P罚年（P罚月）

的乘积。计算公式如下：

F罚=F罚*P罚年（P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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