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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现货市场模拟试运行陆续“官宣”有感

 随着浙江模拟试运行的官宣，中国本轮电改的另一样板终于公诸于世。现在已面世无论是广东的一加n的规则还是
浙江的n章的规则，都是经过无数的讨论和修改而成，背后凝聚了市场各方各面的心血。

 市场的建立是需要基础或框架的，就像电网运行基于主干特高压/超高压网，要有基本的电压和频率要求，这个系
统是需要规划和设计的，设计得不好日后就会有安全隐患。电力市场建设也是同一个道理，一个可靠而高效的市场架
构是市场能否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什么样的市场才是可靠和高效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笔者抛砖引玉：

 坚持维护保障电网安全

 放眼全球，电力安全生产与运行是基石，这也是所有业内人士的共识。与电力市场的目标也是一致的，电力市场就
是要通过经济的手段来激励更加高效的电力生产和安全运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目前的设计中，核心围绕着现
货的市场与调度运行讨论很多，大方向都没错，但另一个也属于可靠性范畴的内容容易被忽视，那就是供给侧安全，
更通俗地讲叫发电充裕度。如何通过竞争市场来激励供给侧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理地投资建电厂。

 笔者认为最理想和有效的市场运作方式是市场运营与系统调度合二为一，但这不意味着其他方式就不可行。就中国
目前而言，由调度中心主导交易中心辅助的现货市场运营已经基本确定，在此前提下，如何分工，尤其如何协作将是
个挑战。

 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

 “中国特色”、“地方特色”也是电改中被提出很多次的词汇。世界上本就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电力市场，没有可
以完全照搬的经验，但是，既然是市场，那就要有市场的基本要素，要符合市场的基本原理，不可因为重视了定语而
忽视了主语。精通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学者们在电力市场建设中几乎没有声音，或者也没有从专业的角度分析过
问题，这是电改至今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个人经验，有如教课书般的标准化市场设计和监管改革一般来说是个比较
可靠的改革途径，偏离标准化的市场或改革未来比较容易出问题。

 信息的公开透明

 市场成员的技术及信心的培育是市场成功的关键，这个关键是以信息的公开透明为前提的。我国电力运行从计划到
市场的转变不是一日之功，信息的披露也会面临挑战，什么数据可以公开，以何种方式、何种频率，发布主体等等问
题需要解答，市场既然已经开始，这部分工作必须要抓紧跟上，否则对市场成员将是不利的，对市场成员信心的打击
最终会传导到市场。

 潜在的市场力问题

 这个问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浙江而言，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也是设计之初选择政府授权合约的目的之一。没有
足够的供给侧竞争，没有需求侧的价格响应，没有对具有市场力能力的成员进行控制就没有运作良好的市场。价格帽
、三寡头测试等都是事前监管经典的处理。但有时处理这个问题可能比这个问题本身更糟糕，如果过分控制市场力，
将价格一直压低在竞争性价格以下，将使价格不能反映真实的供需紧张，这种短期的控制也会导致对发电长期投资的
打击。

 输配电网的配合与激励

 透明地开展现货市场应该同时与电网使用能力的分配相结合。合理的输配电价体系是很重要的一环，很多时候被忽
视。尽管看上去这仅是监管部门的一部分工作，但这个受监管的环节却是放开竞争市场的物理平台。换句话说，电改
红利是同时依赖于竞争性的电力市场和非竞争性的电网监管。如何在市场环境下激励电网投资也是当今很多国家目前
的挑战性问题。

 需求侧响应

 这不是个新生名词，作为需求侧的“发电”或可调度的负荷，目前被世界很多地区应用但有些不得其法，效率很低
。应该尽量在市场设计时优先考虑如何改进和提高需求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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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或独立的监管机构和风险控制

 这个机构不仅要有对所有市场信息的获取权力，更要有相关的专业人员作出分析和判断，监督和管理机构成功电力
市场的不可小视的组成部分。

 规则体系的容错和可适应性

 各试点省区都已纷纷进入模拟试运行，甚至广东已开始试结算，各种事先未曾预料到的问题和困难会接踵而来，无
论技术支持系统还是规则本身都会面临考验。政府的信心和决心将是改革的定心丸，电改是一个持续不断改进的过程
，改革基础上的不断改革将会有收益和代价。没有一个市场改革能够一开始就是完美的，希望决策者们能够放眼未来
，坚定目标，抓住重点，合适而不失灵活的处理解决遇到的问题。时刻保持一个“我虽不完美，但我有一颗追求完美
的心。”

 历史告诉我们，电改是释放红利与增加改革成本风险并存的，如果进行了不完善或不正确的改革，那么2000年的美
国加州市场就是一个反例。搭建一个良好的电力市场需要面临技术、政策和结构等多方面挑战，电改的同仁们在中国
改革的发源地广东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浙江的同仁也在钱塘潮头开始自己的旅程，还有很多地区也都投入了巨大，而
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前面还有很长、很艰辛的路要走。（三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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