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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面放开部分重点行业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
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各项部署，积极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全面放开

部分重点行业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市场化定

价机制，促进电力及上下游行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充分认识放开重点行业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的重要意义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启动以来，各地区、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逐步建

立了规则明确、组织有序、形式多样、主体多元的市场化交易体系，

2017 年市场化交易电量达到全社会用电量的 26%，改革成效已经显

现。在已有工作基础上，2018年选择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部

分重点行业电力用户，率先全面放开发用电计划试点，进一步扩大

交易规模，完善交易机制，形成新的改革突破口和着力点。4 个重

点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在电力体制改革过程中已经参与了市场化

交易，市场经验丰富，试点全面放开发电用计划具有较好的基础。

通过先行先试，有利于充分还原电力商品属性，理顺和打通电力及

其上下游行业的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形成全产业链价格联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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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共享、风险共担协同发展格局，进而有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平稳健康运行。

放开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行业用户发用电计划，要坚持

“应放尽放”，取消电力用户参与市场的电压等级和电量规模限制；

要坚持规范有序，加强市场主体准入、交易合同、交易价格的事中

事后监管，落实惩罚性电价；要坚持完善机制，引导交易双方建立

“基准电价+浮动机制”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共担市场风险；

要坚持保障安全，确保放开发用电计划过程中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

电力用户的稳定供应；要坚持清洁发展，放开发用电计划的用户要

公平承担清洁能源配额消纳责任。

二、试点全部放开重点行业发用电计划，提高市场化交易规模

（一）鼓励重点行业电力用户全部开展市场化交易。各地要认

真梳理，建立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行业电力用户目录，结合

实际情况，在落实清洁能源配额的前提下，积极推进 4个重点行业

电力用户参与市场化交易，全部放开 1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用户。

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行业电力用户全电量参与交易，通过市

场交易满足用电需求。

（二）具备条件的用户，同步放开发用电计划和电价。煤炭、

钢铁、有色、建材等重点行业电力用户可选择与各类型发电企业开

展市场化交易，双方可自主协商确定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双方协商

一致的，全部放开发用电计划和电价。用户也可参与集中竞价交易，

或向售电公司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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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逐步放开重点行业电力用户参与跨省跨区交易。各地要

逐步取消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参与跨省跨区电力市场化交易的限

制，允许重点行业电力用户跨省跨区购电，首先鼓励跨省跨区网对

网、网对点的直接交易，对有条件的地区，有序支持点对网、点对

点直接交易。北京、广州两个区域电力交易中心要积极创造条件，

完善规则，加强机制建设，搭建好平台，适时组织开展重点行业电

力用户跨省跨区市场化交易。

（四）支持重点行业电力用户与清洁能源开展交易。为促进清

洁能源消纳，支持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行业电力用户与水电、

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开展市场化交易。尽快建立清

洁能源配额制，电网企业、电力用户和售电公司应按要求承担相关

责任，落实清洁能源消纳义务。重点行业电力用户与清洁能源开展

市场化交易，可适当减免交叉补贴；鼓励参与跨省跨区市场化交易

的市场主体消纳计划外增送清洁能源电量，并可通过协商适度降低

跨省跨区输电价格。

三、做好发用电计划放开与推进市场化交易完善交易机制的有

效衔接

放开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重点行业发用电计划，若电力

用户与发电企业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签订市场化交易合同，暂不具备

同步放开条件的，可先放开发用电计划，并设置一定的过渡期，由

电力交易机构组织挂牌等交易，用户电价按当地目录电价标准确

定，发电企业电价按目录电价扣减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确



4

定，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签订交易合同，保障企业电力稳定供应。

过渡期后，再由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自主协商确定电量和价格形成

机制。已参加市场化交易又退出的电力用户，在再次参与交易或通

过售电公司购电前，由电网企业承担保底供电责任，执行保底供电

价格。

四、建立完善重点行业科学合理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

2018 年起，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重点行业电力用户参与

市场化交易，不再执行目录电价。鼓励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在签订

电力市场化交易合同时自主协商，约定建立“基准电价+浮动机制”

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电力用户的用电价格，由三部分相加组成，

包括与发电企业协商的“基准电价+浮动机制”价格、政府明确的

输配电价（含损耗）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一）约定基准电价。交易双方可根据发电企业电煤来源，自

主协商选取合理的基准电煤价格，将与其对应的发电价格确定为交

易合同的基准电价。双方协商达不成一致的，推荐参考煤电标杆上

网电价或电煤中长期合同价格对应的发电价格确定为基准电价。

（二）约定浮动机制。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行业电力用

户和发电企业签订电力市场化交易合同时，可自主协商建立价格浮

动机制，综合考虑各类市场影响因素，协商确定浮动的参考标准、

浮动周期、浮动比例。协商达不成一致的，推荐综合考虑发电成本

和各类市场因素，主要参考煤炭市场价格，兼顾下游产品价格等市

场因素，实施浮动，可每季度浮动调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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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资源综合利用。为促进和鼓励资源综合利用，对重

点行业用户自发自用的余热、余压、余气发电或其他类型资源综合

利用机组，继续实施相关支持政策，减免系统备用费和政策性交叉

补贴。

（四）严格落实惩罚性电价。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行业

电力用户在电力市场化交易中要严格落实相关产业政策，对不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以及产品和工艺属于淘汰类的企业不得参与电力市

场化交易，且严格执行差别化电价；已出台阶梯电价政策的行业，

企业在市场化电价的基础上继续执行阶梯电价政策。对存在违法、

违规行为且尚在整改期内的企业和列入“黑名单”的严重失信企业

执行更高额度的惩罚性措施。

五、规范重点行业用户交易行为，加快推进签订电力中长期交

易合同

（一）推进签订中长期交易合同。积极推进煤炭、钢铁、有色、

建材等重点行业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及电网企业签订三方发购电

合同，约定电量、价格及价格调整机制、偏差处理、违约责任等内

容。鼓励签订 3—5 年甚至更长期限的中长期合同，促进双方锁定

经营风险，优化生产安排。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规范直接交易合

同，推荐交易双方按统一合同样本签订中长期交易合同。

（二）完善重点行业电力用户注册、公示、承诺、备案制度。

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重点行业电力用

户，都应在电力交易机构注册成为合格市场主体，交易机构提供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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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服务，进行注册培训。电力用户完成注册程序后，自动纳入市场

主体目录，获得交易资格。电力交易机构按期将企业注册情况向能

源监管机构、省级政府有关部门和引入的全国性行业协会、信用服

务机构备案。

（三）确保安全稳定供电。放开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重

点行业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要遵循电力供需实时性、波动性等技

术经济规律，妥善做好清洁能源消纳、有序用电、应急处置等各项

工作衔接，确保电力供应持续安全稳定，实现电力供需动态平衡。

（四）减少地方行政干预。充分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支持企业自主协商签订合同，

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

（五）加强相关落实责任的核查。放开煤炭、钢铁、有色、建

材等重点行业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为确保公平竞争，电力交易机

构应开展对市场交易的核查，确保交易完全承担包含政府性基金及

附加和政策性交叉补贴在内的输配电价，确保市场主体完全承担清

洁能源配额，承担优先购电责任，有关情况及时报告各地政府相关

部门。

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依法严格保障执行

（一）加强合同信用监管。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加强

指导，引入全国性行业协会、信用服务机构和电力交易机构开展电

力交易信用数据采集，建立动态信用记录，适时公布有关履约信用

状况。对诚实守信、认真履约的企业纳入诚信记录，对履行不力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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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恶意违约的企业纳入不良信用记录并视情况公开通报并实施联

合惩戒。企业要牢固树立法律意识、契约意识和信用意识，合同一

经签订必须严格履行。鼓励和支持签订市场化合同的企业，对市场

化交易、合同履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举报，

提出处理建议。

（二）严格保障市场化交易的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负责指导和监督全国发用电计划放开工作，地方政府主管部门

负责本地区发用电计划放开工作的组织实施，会同监管部门对市场

化交易开展监管。政府有关部门要不断完善相关法规政策。电力交

易机构、电力调度机构要按照要求做好市场化交易的组织和落实，

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监管。协调仲裁机构对市场主体反映的合同纠纷

要严格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予以裁决，保证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行

业协会要积极发挥作用，引导行业电力用户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加

强行业自律，保障市场规范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