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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电力交易策略，实现新能源项目收益最大化！

 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交易电量比例不断扩大，电力现货交易也要全国范围开展，新能源发电企业机
遇与挑战并存。

 新能源的发电量被分成三部分：

 基数计划电量（地方保障小时数内电量，以煤电基准价结算，保量保价）；

 中长期交易计划、现货交易计划电量（市场化交易电量，以交易价格结算，保量不保价）。

 随着基数电量的逐年减少，越来越多的电量参与交易，新能源在交易中如何决策才能使项目收益最大化？先来看一
个甘肃新能源项目的例子。

 一、通过优化电力交易策略实现高收益案例

 1、甘肃保障小时远低于国家核定数值

 2019年，甘肃全省新能源场站平均基数电量（按煤电基准价结算的电量）563.67小时，其中风电584小时，光伏531
小时；

 如果再剔去除特许权、扶贫电站等特殊类型项目，甘肃省常规新能源场站结算平均基数电量仅有480小时，较2018
年减少68小时，较2017年减少83.67小时，远低于国家保障性收购政策核定的利用小时。

 超出基数电量以外的电量，都要参与市场化交易。在实际交易中，风电、光伏项目签订省间、省内各类“中长期”
合约；而根据2019年的数据，新能源“中长期”合约的平均价格约小于0.2元/kWh，远低于标杆上网0.3078元/kWh，
使项目的收益大幅低于预期。

 2、“中长期+现货”相结合，保障收益

 2019年底，甘肃省启动省内现货交易试结算。以11月中旬7天的交易价格为例，现货市场日前、实时价格比某些中
长期交易成分价格要高许多，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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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甘肃省内现货第二次试结算电价

 新能源电站通过合理的交易策略，将现货交易与中长期交易相结合，相比于只发中长期电量，项目收益会大幅提高
。下表是甘肃省某电站5天的实际交易情况。通过参加现货交易，该电站5天实现增收7.104万元。

表1：甘肃某电站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情况

 以甘肃试结算的某日数据为例，选取不同机组类型交易数据看，不同机组类型在现货市场中使用合适的交易策略是
可以盈利的。下图为甘肃试结算某日各类电站的盈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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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能源项目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是大趋势

 上述甘肃省的情况，在全国并非个案。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提到
：

 宁夏2018年自行制定风电最低保障性收购利用小时数为750—850小时，甘肃2018年自行设置的风电、光伏发电保障
性收购小时数分别为774小时和479小时。

 上述小时数大幅低于项目实际可发小时数，大部分电量要全部参与市场化交易。虽然上述做法被行业诟病，但越来
越多的电量参与市场化交易是大趋势，新能源项目也将逐步参与到市场中来。

 目前，西北很多省份的新能源项目，大比例电量以中长期交易的方式参与。2019年下半年，甘肃、山西、蒙西等三
省区，作为现货试点区，新能源已经参与到现货交易中来。从这三个现货试点的试结算来看，新能源项目主要通过降
低电价，甚至地板价，来获取发电权，即 “保量不保价”。

 三、电力市场化交易中的关键决策

 在市场化交易中，发电企业如何实现理智报价，从而获取更高收益？“国能日新”的电力交易解决方案项目负责人
给出三个建议：

 1）通过中长期市场提前锁定收益；

 2）优化现货交易策略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

 3）利用专业的交易辅助决策工具。

 策略1：通过中长期市场提前锁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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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了《关于做好2020年电力中长期合同签订工作的通知》，鼓励市场主体高比例签约中长期，并
且未来的中长期交易采用带电力负荷曲线交易机制。

 当前电力直接交易、集中竞价交易、跨区跨省交易为中长期主要交易品种，交易周期覆盖年度、季度、月度、月内
、日前多时间维度。其中，基础电量、双边协商、竞价交易、挂牌交易、发电权交易等多种交易模式相互交织、相互
影响、相互制约，且每省、每种交易规则都不尽相同，交易模式和交易品种趋向多元化。

 新能源发电企业一方面需要通过现货价格信号，来指导中长期合约签订的价格，另一方面需要精准的中长期发电量
预测，并核算签订中长期合约的比例。中长期合约的价格以及签约多少电量至关重要，直接影响整体收益。

 策略2：优化现货交易策略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

 现货交易的本质是偏差结算，其体系基本颠覆了现有交易和结算模式。

 对于新能源发电企业来说，对交易策略的精细化、日前、实时出力预测的准确性以及交易人员的综合素质都带来挑
战。

 如何通过现货市场的中长期分解机制、精准的出力预测、合理的报价策略，达到在现货市场偏差结算中的收益最大
化，需要发电企业统筹考虑中长期与现货两个市场交易，需要对中长期市场与现货市场的价格趋势、电量比例分配有
精准的分析、预测与测算。

 通过现货市场的合理策略，能达到交易收益最大化。

 策略3：利用交易辅助决策工具分析决策

 市场化改革在快速推进，对新能源发电企业的快速响应能力、市场分析能力、决策能力、风险规避能力提出更高要
求，大量的数据分析、统计、决策无法人工开展、手动完成，迫切需要专业化的分析工具。

 目前大家普遍认为，中长期交易能提前锁定收益。“并不是签订的中长电量量越多，收益越大” 国能日新电力交
易项目负责人介绍，“如果价格过低，可以考虑把部分电量放到现货市场上交易，通过现货市场获取更高的收益。”

 因此，对于发电企业来说，中长期签订价格在多少范围内，以及签订多少电量，需要考虑现货的整体价格水平以及
对自身中长期发电量的预测。新能源发电企业需要精准的交易辅助决策工具来分析市场，对现货市场的风险进行评估
，作出精准决策，达到中长期+现货市场整体收益最大化。

 四、结语

 电力市场改革在不断尝试中前进，对于新能源发电企业来说，虽然现状已打破了原有的计划保障体制，但在带来风
险挑战的同时，机遇也增加了。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已经成为支柱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而新能源更是未来主体能源，电力交易市场化
机制的推行，势必会刺激电力发电企业和用电企业的积极性。

 我们期待着未来市场中会有更多的电量进入现货交易，到那时，复杂的市场环境、各主体的利益诉求的不同会让现
货交易更充分的发挥其价格信号，市场主体则可利用自动化、智能化的预测分析工具来更加精准的获取预测报价方案
，最终实现电力交易价值。国能日新电力交易决策支持平台即可为发电企业提供从中长期电量预测到“中长期+现货
”交易决策整体解决方案，实现智能、自动报价决策分析。（ 王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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