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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我国建设容量市场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宽松的情况下，谈论容量市场建设问题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所谓“人无远虑，必
有近忧”，从长远看，及早谋划容量保障机制、确保长期供给安全，无疑是关系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成败的关键之一
，而从近期看，容量市场也可能是解决改革搁浅成本问题，破解当前市场化改革试点中竞争乱象，平衡改革与稳定发
展的有效措施。

 1基于现货市场的稀缺资源价格信号难以满足电源投资激励需要

 世界各国有效运作的电力现货市场都表明，短时的稀缺资源价格信号能有效激励发电侧存量资源，以及用户侧需求
响应资源参与市场，调节市场供给，实现优化系统运行的目的。

 然而，现货市场的稀缺资源价格信号在激励新增电源投资、保障电力长期平稳供给方面的作用是令人存疑的。由于
负荷变化、可再生能源出力等的不确定性，现货市场难免出现短时价格大幅波动。但由于一般燃煤火电投资建设周期
都在2—3年，而水电建设周期则动辄长达6年以上，长周期的电源投资者事实上难以根据短时稀缺价格信号去做长期
投资决策。另外，即使有投资者愿意在价格信号出现后启动电源建设，但由于电源建设周期过长，仍可能导致建设周
期内的电力供应短缺局面难以避免，影响供电安全。

 从国际经验来看，为保障长期电力供给安全，目前包括英国、美国PJM和美国加州等在内的成熟市场都已建立起配
套的容量市场机制。美国德州目前没有容量市场，但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基本没有新增常规电源（近些年新增的光伏和
风电是州政府出台专门补偿政策激励的后果）。德州之所以暂时没有出现供应短缺问题，一方面由于其需求增长已基
本饱和，另一方面其需求侧响应资源相对充裕，短期内可基本平衡需求低速增长，但长期供给安全仍面临挑战。正是
基于此，德州也开始着手研究建立长期容量保障机制。

 2建设容量市场是保障我国长期电力供给安全的需要

 对我国而言，建立长期容量保障机制、确保电力安全平稳供给尤为重要。与西方发达国家电力需求已进入低速增长
的饱和发展阶段不同，为支撑未来国民经济高质量增长需要，我国电力需求预计仍将维持中高速增长。2017年我国全
社会用电量增速为6.6%，假定维持这一增速，在无新增装机的情况下，到2019年左右我国就可能出现电力供应短缺。

 未来我国新增主力电源预计仍为水电、核电和火电，建设周期普遍较长，如无配套长期容量保障机制，届时将难免
出现电力供应短缺局面。因此，尽早谋划建设容量市场，以容量价格来引导电源建设理性投资，是保障我国电力市场
化改革顺利推进、电力长期安全平稳供给的关键。

 3建设容量市场是促进增量发电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国发电资源分配主要依赖计划方式实现，即使在电改“5号文”之后，“厂网分开”基本实现的情况
下，由于发电上网价格普遍执行标杆电价或核准定价模式，发电行业在前些年出现了不顾需求和效益，盲目“跑马圈
地”的现象，导致当前电力供应出现阶段性过剩局面。

 电力市场化改革不光涉及存量资源优化安排，更需要考虑增量资源优化发展问题。通过建设容量市场引入市场竞争
，将有助于发现增量发电资源真实成本，经由市场引导增量发电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最终实现节约社会整体用能成本
的目标。另外，通过科学合理规划容量需求总量及结构，同样可以通过容量市场引导电力供给向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4建设容量市场是解决存量发电资源搁浅成本问题的需要

 在充分竞争的电力市场中，市场出清价格一般会趋近于边际机组的边际成本。该边际成本主要包括燃料成本、运营
成本等可变成本，而不包含机组初始建设投资（即固定成本）。对存量电源而言，未回收的初始建设投资在市场化改
革后，将很大程度上成为搁浅成本，难以通过电能量市场回收。

 世界各国电力改革过程中，都或多或少曾面临搁浅成本问题，于我国而言，这一问题尤为尖锐。我国大量发电资产
基本都归属国有，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无疑也是改革方案设计需要考量的因素。目前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试点中，
个别地区出现了报价联盟，甚至报价相同等市场乱象，地方政府也被迫频频干预市场，其根源之一也在于发电搁浅成
本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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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各试点地区大多依赖基数电量加标杆电价的方式，以补偿发电搁浅成本，但该模式存在显著缺陷：首先
，随着市场化规模扩大，可供分配的基数电量将越来越少，无法真正达到补偿搁浅成本的目的；另外，由于没有解耦
补偿搁浅成本和优化存量运行激励，往往导致保全容量和节能减排等调控目标之间的矛盾，比如出现低效、高排放机
组占用基数电量，或者弃水弃风弃光以保火电利用小时等现象。

 事实上，从市场机制设计角度来看，新增电源投资激励与存量电源优化运行激励，这两者无论是激励对象、激励导
向、机会成本、风险暴露等都有显著差异，依赖同一机制进行激励难免顾此失彼。建立容量市场机制，以实现新增电
源投资激励与存量电源优化运行激励的解耦，是更科学合理的选择。

 5容量市场建设的国际经验

 1.英国容量市场

 英国容量市场是由英国国家电网公司运营，以电力容量作为商品的市场。英国建设容量市场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容
量市场收益来弥补单独电能量市场收益对容量投资激励不足的问题，从而保障电力长期供给安全以及为大量间歇性风
光电源提供充足的备用容量。英国容量市场包含容量定额、拍卖、交易、交付、支付等阶段，英国政府在容量定额和
交付阶段进行市场引导，拍卖和交易实现完全市场竞争。

 2.美国PJM容量市场

 美国PJM容量市场始建于1999年，最初的模式为容量信用市场（CCM），2007年针对CCM的缺陷进行改进后替代为
可靠性定价容量市场（RPM）。RPM是一个多重拍卖市场，包括一个基本拍卖市场（BRA）、三个追加拍卖市场和一
个双边市场，给予了市场充分的流动性，也为市场成员提供了多次报价的机会。

 3.美国加州容量市场

 美国加州容量市场包括三个构成部分：长期容量购买计划、容量充裕性市场和补充容量购买机制。长期容量购买计
划覆盖未来10—25年的需求情况，容量充裕性市场针对未来一年内的需求，补充容量购买机制则是而由加州电力市场
运营机构（CAISO）提供的兜底保障机制。

 6关于建设容量市场的建议

 1.及早谋划、提前布局

 因国情差异，世界各国电力市场模式各不相同，未来我国走的必然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电力市场化改革道路。充分
借鉴世界各国改革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特点，尽早布局谋划建设容量市场，既是解决当前改革搁浅成本问题的
需要，也是保障未来长期电力安全供给的要求。

 2.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改革举措

 电力市场体系设计是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加强电力市场体系顶层设计，需要统筹考虑电能量市场、容量市
场和辅助服务市场，甚至是碳市场、绿证机制等，既要考虑当前存量资源优化运行需要，也要考虑长期供给安全需要
，既要考虑充分激励降低可变运行成本需要，也要考虑国有资产沉没成本回收需要等。

 3.因地制宜、探索建立差异化的容量激励机制

 因资源禀赋不同，我国各区域电力系统电源结构差异很大。单一电源结构系统容量激励机制设计相对简单，而复杂
电源结构系统的容量激励机制设计，则需要充分考虑存量电源成本差异、增量电源结构调整需要等因素。综合多方考
虑，兼顾公平与效率，探索设计差异化的容量市场机制，才能满足多政策目标需要。(作者：陈政
作者供职于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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