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电改条件下对宁夏地区电力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卢文武

大唐吴忠新能源有限公司 宁夏 银川 750000

【摘要】在中国能源消费增速放缓、结构优化进程加快,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形势和气候急剧变化的双重

背景下,能源产业从粗放生产转向更高质量、更具效率的生产模式,调整能源结构、推动清洁能源的更广泛

应用成为现阶段能源发展政策中的关键环节。随着清洁能源行业的发展,政策也在逐渐鼓励和强化清洁

能源市场的自主调节,随着未来新能源电力工业的发展,系列储能技术应用将打破电能“产供销”瞬时动态

平衡的历史法则,新能源与热电机组联合优化运行的电源互补技术,将打破以热定电的运行模式,在智能

电网技术的支撑下,实时电力市场职能判断弃风、弃光工况,调节并发布实时电价,有助于负荷侧响应,减
缓电力市场机制下可再生能源对电力市场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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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宁夏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

2003年首座风电场投运,2008年首座光伏电站

投运。进入“十二五”,宁夏新能源发展迅猛,装机年

均增长率为67.4%,增速远大于宁夏电网用电负荷

增速,新能源装机容量占比也由2011年的10.4%上

升至2016年的42.8%。截止2017年底,宁夏新能

源总装机容量1529.501万千瓦,占统调总装机容量

的39.10%。其中:风电总装机容量941.618万千

瓦,与上年底持平,占统调总装机容量的24.07%;光
伏总装机容量587.883万千瓦,同比增长16.32%,
占统调总装机容量的15.03%。宁夏新能源总装机

容量在西北五省排名第三(新疆2714万千瓦、甘肃

2068万千瓦),占比在西北五省排名第二(第一甘肃

42.1%)。

1.2 宁夏新能源发电量逐年增加
“十二五”期间,宁夏电网新能源发电量逐年增

加,年均增长率为57.6%,与装机增速基本相当。
2017年,宁夏电网统调发电量1296.88亿千瓦时,同
比增加18.47%。新能源总发电量223.41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23.38%,占统调总发电量的17.23%。
其中:风 电 发 电 量 153.05 亿 千 瓦 时,同 比 增 长

18.93%,占统调总发电量的11.8%;光伏发电量

70.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4.3%,占统调总发电量

的5.43%。

1.3 宁夏新能源消纳形势依旧严峻
2014年5月宁夏电网首次出现电网断面引起的

新能源弃风,全年弃风电量0.32亿千瓦时,弃电率

0.49%。进入2015年后,因新能源装机超过了电网

的全额接纳能力,3月份首次出现因调峰能力不足的

弃风,9月份首次出现弃光,调峰和断面弃电问题交

织,全年弃电15.56亿千瓦时,弃电率11.84%。

2016年弃风弃光成为电网运行新常态,全年弃风弃

光23.78亿千瓦时,弃电率11.61%。2017年新能

源弃电量12.5亿千瓦时,充电率5.3%。其中,风电

弃电量7.66亿千瓦时,弃风率4.77%,光伏弃电量

4.84亿千瓦时,弃光率6.44%。

2 电改政策解读及面临的问题
2015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

进一步 深 化 电 力 体 制 改 革 的 若 干 意 见》(
 

中 发

〔2015〕9号),核心内容是“三放开、一独立”。这个文

件改革被誉为“啃骨头的改革”逐步打破垄断、有序

放开竞争性业务,最大的亮点是提出稳步推进售电

侧改革,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业务。新电改

下,售电市场的放开,不仅仅使得原有电力系统内的

国家企业争相涌入,也让许多电力系统外的大企业

蠢蠢欲动,大家都在思考怎样才能在新的电力市场

上占据一席之地。随着电力市场化的逐步深入,电
力体制正在转变自己的形态,发电企业正在从直接

面对电网转变为与用户之间产生直接谈判,发电企

业从供需逐步转变为市场主导,从以前的生产为主

要核心朝以顾客为核心的方向转变。发电厂作为电

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样的竞争中有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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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弊。发电厂在做出决策之前应该首先分析自身利

弊,扬长避短,在新时期中结合消费者的实际需要,
制定出符合新时期要求的营销策略,最大程度的开

拓市场,这样才能在新电改中实现效益最大化,发挥

自身的价值。

3 电力市场营销策略

3.1 负荷预测
充分了解宁夏地区网架结构的变化、市场供需

形势、潮流变化以及断面节点阻塞情况并建立宁夏

地区负荷预测模型(线性回归模型、灰色预测模型、
移动平均模型等),对市场用电量做出预测,并根据

本企业的发电能力做出供应判断,预测月度或年度

的电量供应量及供应结构(以灰色预模型为例),电
力负荷灰色预测模型应用于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

息未知的系统。

3.1.1灰色累计生成技术:

3.1.1.1累加生成

记x(0)为原始数列

x(0)=[x(0)(k) | k=1,2,…,n]
记生成数列为x(1)

x(1)=[x(1)(k) | k=1,2,…,n]

=[x(1)(1),x(1)(2),…,x(1)(n)]
如果x(1)与x(0)之间满足下述关系

3.1.1.2累减还原

x(0)(k+1)=x(1)(k+1)-x(1)(k)
通过累减还原,得到对原问题的预测值。

3.2 灰色预测模型
Yn=BA

3.2 成本核算
根据上述负荷预测结果确定本企业交易电量规

模,测算度电成本,成本核算如下:
机组发电平均成本=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分摊

单位成本(满发)
固定成本分摊单位成本(满发)=月总固定成

本/月发电能力(月发电能力=单机容量*24*30)
当供需平衡或供小于求时,市场竞价原则为:上

网电价≥机组发电平均成本;当供大于求时,迫于市

场压力,暂时不考虑投资成本,市场竞价原则为:上
网电价≥变动成本。

3.3 市场竞争及合同签订
3.3.1市场竞价

按照交易品种(大用户直购、跨省跨区交易、双
边协商、月度竞价、挂牌交易、现货市场)的电价从高

到低参与市场并签订合约,根据不同的出清方式,确
定竞价策略,参与市场竞价。

3.3.2差价合同

差价合约是可以与集中市场并存的合约形式,
差价合同中包含商品的履约价格和交易数量;合同

电价和电量根据用户和电厂协议确定,市场电价和

电量根据竞标结果确定,发电厂最终收益按下列公

式结算:

R=QgPm+Qc(Pc-Pm)
(R:发电场总收入;Qc:合约电量;Qg:发电场实

发上网电量;Pc:合约电价;Pm:市场价(由竞价决

定))
含义:发电收入=市场售电收入+差价合同收入

32

Power Technology Research,电力技术研究(2)2020,1 
ISSN:2661-3476(Print) 



   

 

3.4 价格策略
价格是电力市场营销中核心问题,它是企业市

场营销组合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因素,所以在积极推

行的电价政策时,首先应该明确自身企业的边际电

价和市场电价之间的关系,其次在报价中也要充分

考虑到各个费用的因素,建立起企业自身一个灵活

弹性的电价体系。

3.4.1市场统一价格出清

发电侧与用户双侧集中竞价市场按照统一价格

出清,依据该市场规则,又分为按照市场均衡价格出

清和按照市场统一边际价格出清两种。市场均衡价

格是供需曲线交点(C2);市场统一边际价格是边际

交易主体的报价平均值(C1)。

3.4.2高低匹配原则确定交易对的量和价

按照供需双方报价的高低匹配原则确定交易

对,交易双方的成交价格是双方报价的平均值。

3.5 现货市场
在上述多种交易方式结束后,若市场仍缺少或

者存有富余电量,则进入现货市场进行实时补充,现
货市场提供一种补偿不平衡量的机制,以保证供需

实时平衡。没有满载的机组可以提交增出力报价,
如果减出力投标对应的微增价格低于微增发电成

本,机组可获利,发电机组也可以提交减出力报价。
实际上是在实时市场上购买便宜的电能替代自身发

电。在现货市场的实时交易中会发生节点边际电价

阻塞情况,分析如下:

发电厂 A:竞价电量为100MW、投标价格为

$30/MW;发电厂B:竞价电量为:200MW;投标价

格为$20/MW;节点1与节点2之间的输电通道极

限为60MW,用户侧需求为150MW,因发电厂 A、B
总竞价电量为300MW,超出需求侧总量,则优先中

标发电厂B的低电价电量最大极限值60MW,剩余

由 发 电 厂 A 补 充 90MW,合 计 为 需 求 侧 总

量150MW。

3.6 辅助服务市场
辅助服务是指为了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电力交

易或电力供应,由发电商或其他提供方提供的、除正

常电能生产之外的额外服务,为了在保证电网安全、
稳定和优质运行的同时,实现公平调度、激发市场成

员向系统提供辅助服务的积极性,系统将所有日前

市场形成的发电计划与实际需求的偏差调整,都无

条件的转嫁给辅助服务市场,通过实时调度辅助服

务来满足系统供需平衡,辅助服务可分为:备用服

务、调频服务、无功支持服务、黑启动服务等。

3.6.1当没有实时平衡市场时:
系统将所有日前市场形成的发电计划与实际需

求的偏差调整,都无条件的转嫁给辅助服务市场,通
过实时调度辅助服务来满足系统供需平衡。

3.6.2当有实时平衡市场时:
为保证小时前市场和实时市场中有足够的增发

电量和减发电量,系统同样需要一定量的备用服务

储备,系统必须预先购买充足的辅助服务,才能保证

这些辅助服务在实时运行需要时可调用。

3.7 售电公司的组建及营销队伍建设
电改9号文提出稳步推进售电侧改革,有序向

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业务,鼓励售电侧开放和竞争,
为传统发电企业提供直接面对零售市场的机会,由
传统的电力生产企业组建售电公司,类似于前向一

体化战略,售电公司组建能及时满足企业分销产品

的要求,可以更好地预测产品的未来需求,减少产品

生产的波动,可以在销售自身产品的过程中获得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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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利润,企业可以进行前向一体化的前提是拥有开

展新的独自销售自身产品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力资

源,且在与当前市场销售商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

3.7.1竞争优势

能有效地保障稳定产品供给,具有明显的成本

优势;拥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和企业品牌价值;有能力

开展综合能源服务;基本可以实现在区域、甚至全国

范围内的电力调度和协调;与能源政策制定部门有

天然的联系,在能源政策改革过程中有一定的话

语权。

3.7.2竞争策略

创新生产技术和优化管理流程,不断降低生产

和管理成本,保障竞争优势;
针对不同类型的用户,实施差异化价格策略;利

用掌握新能源发电的优势,建立绿色能源战略,获得

新能源发电溢价;提供综合能源服务;逐步发展节能

服务、能源审计、企业用电管理等增值业务;加强与

其他发电公司的合作,维护良好的售电市场秩序,避
免恶性竞争;重视与地方政府、工业园区的合作,加
强配电网建设,逐步实现配售一体化。

3.7.3营销队伍建设及人才培养

在新电改形势下的市场竞争中,我们要做市场

的领跑者,根据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培养各类人才时

开展市场营销工作的重点任务,人才是企业发展的

决定因素,营销人员数量与销售额成正比,市场营销

人员的质和量上要打破传统和常规,侧重市场营销

队伍的建设,注重加强营销队伍人员培养,保持队伍

活力。营销职能覆盖交易协调管理、电价管理、客户

关系管理、盈亏平衡管理等领域,现阶段得市场营销

人才,即要懂生产、计划、财务等不同岗位工作常识

还要了解经济、法律知识、市场营销、客户管理等,还
要对区域政策及应对策略研究,我们需要一支讲政

治、守纪律、善作善成、团结协作的营销队伍。

4 小结
上半年,宁夏电网新能源弃电量3.54亿千瓦

时,弃电率2.42%,按照统计实际新能源弃电率仍接

近5%。宁夏地区电力供大于需的实际情况将继续

长期存在。本次电改的目的是还原电力的一般商品

属性,随着电力市场规模的扩大,为了规避价格波动

风险,大宗交易中长期市场和适时的现货交易以及

调峰调频的辅助服务市场的相继推广,对我们现有

的市场观念、市场营销体系和人员素质提出了巨大

的挑战,在当前产能过剩利用小时下降的情况下,市
场竞争即意味着成本竞争和用户竞争,电力市场竞

争是必然趋势,我们要转变观念,直面市场,积极正

面应对,充分发区域集中管理优势,形成集团公司在

宁夏区域统一对外的集中优势,避免各自为政,汇聚

区域内合力,以区域效益最大化为原则,整合集团区

域力量,发挥集团作战优势,变掌为拳,形成大营销

的工作格局,创新运营模式,在市场竞争中求生,闯
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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