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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新能源装机与利用情况

西北新能源消纳的制约因素
电力规划无序，新能源装机过剩
国家与地方、新能源与常规能源、发电与电网规划不协调 | 新能源装机超过系统最大用电负荷

就地消纳空间受限，外送潜力有待发掘
本地电力需求不足，电力外送特点突出 | 跨区互联格局形成，但外送潜力未充分发挥

用电结构单一，灵活调节资源不足
用电重工业化特征突出 | 需求侧灵活性调节资源受限 | 常规能源占比的下降导致系统调峰、调频问题突出

省间壁垒存在，区域市场有待完善
电力交易格局“省为实体” | 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利益冲突 | 区域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受限

弃风率 23.0%
弃光率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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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风率 2.3%
弃光率 4.4%
总装机 4715 万千瓦

弃风率 19.2%
弃光率 10.0%
总装机 5113 万千瓦

弃风率 1.6%
弃光率 4.8%
总装机 2800 万千瓦

弃风率 2.6%
弃光率 7.4%
总装机 5443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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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风率 7.2%

弃光率 3.0%
总装机 19.0 亿千瓦

数据来源：西北电网 国家能源局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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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现货市场构建模式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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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

第一阶段
分散式市场

第二阶段
集中式市场

辅助服务市场实时电能量与辅助服务联合优化、同时出清

合约市场
第一阶段

中长期物理合约
第二阶段

中长期差价合同

现货市场
第一阶段

部分电量竞价
第二阶段

全电量集中竞价

日前、日内和实时市场分区电价

传统
发电企业

新能源
发电企业

电网企业

大用户

售电公司

其他用户

电能流

建设构想  分段建设、有序发展、促进消纳、规范监管
构建原则  统一调度、分级管理、区域为主、省级为辅

为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西北区域现货市场建设势在必行

建设分散式市场逐步过渡到集中式市场的分段路径

建立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下的的西北电力现货市场，实
现现货市场与辅助服务市场的有效衔接

建设新能源参与的特色交易运营机制，在交易标的、
市场构成、电价机制、出清机制方面促进新能源消纳

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管机制及配套机制

政策建议

现货市场具有优化资源配置、正确引导投资的作用

区域电力现货市场是解决弃风弃光问题的重要措施

西北地区具备构建区域电力现货市场的良好条件

西北区域现货市场的建设需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研究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