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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年前，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市场监管部，根据电力市场建设的需要，启动了“电力市场标准化
研究”和“电力市场分析评价体系研究”两个课题。
华北电力大学曾鸣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文福拴教授迅速组织了精干的研究团队，开展了深入系统的研
究工作。
市场监管部对两个课题的研究内容作了大体分工，力求使两个课题密切联系并相对独立，形成电力市
场建设的设计框架体系和分析评价体系。
两个课题组放眼于国内和国际的电力改革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得失，系统分析电力市场的一般规律和
发展趋势，反复讨论，上下求索，取得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三年来，国外电力市场的发展取得的成果是令人欣喜的，虽然尚未形成统一的、可以直接套用的
模式，但其基本原则已被多国的实践证明安全可行。
特别是它在增进用户社会福利、恢复电能的商品属性以及实现电力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举世公认。
在欧洲，电力市场范围不断扩大，2008年以来，德国、北欧和法国的相关电力交易实现了主要交易业
务的融合，挪威加入北欧实时市场，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丹麦、德国、波兰、芬兰、瑞典
八个波罗的海国家达成了《波罗的海能源市场互联计划（BEMIP）》的协议，东欧国家也在争取加入
北欧、中西欧市场运行。
在美国，各区域电力市场不断完善市场设计，PJM与纽约电力市场（NYISO）于2008年建立了协调机
制，加州电力市场于2009年2月实施市场再设计与技术升级计划（MRTU）。
在俄罗斯，经过五年的努力，于2008年7月1日完成了电力行业的重组，正式开放电力市场竞争。
从世界电力市场发展的趋势看，市场更加开放，交易方式灵活多样，风险规避能力不断提高，电力市
场运行更加高效、灵活、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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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电力工业普遍采用发、输、配、售垂直一体化的垄断运营模式，20世纪90年
代以来的全球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既有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本书包括两部分内容，分别介绍了电力市场标准化设计和电力市场评价体系方面的内容。
第一部分在充分研究国内外电力市场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并提出我国标准化电力市场的基本要素
，为中国的电力市场构建起一个具有标准意义的基本框架。
同时，针对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现状，在“标准化”基本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的起
步模式和目标模式。
最后，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的实施条件进行分析，并分别从六个基本要素的
角度对起步模式所需的条件提出建议。
　　电力市场评价指标体系是各类市场参与者、监管部门和市场运营进行市场分析，管理决策有力的
工具，对提高电力市场的科学管理水平有重要作用，对电力工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本书第二部分在充分研究国外电力市场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首先发展了电力市场评价体系的框架。
在此基础上，构造了适合电力市场建设初期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并对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
之后，提出了电力市场评价的综合方法。
最后，发展了适合运营成熟的电力市场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
　　本书借鉴了国际电力市场的发展状况并结合我国电力工业改革的实际，对电力市场设计提出了政
策性建议，建立了电力市场初期和成熟期的电力市场评价体系，可以为稳步推进我国电力市场建设提
供理论支持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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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力市场改革的茫然阶段是指2000年前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改革，一些国家电力市场化中的问题
逐步暴露出来，使得许多国家对电力市场改革的目的和实现方式产生了怀疑。
运行了近十年的英国电力库出现了交易成本增加、电价升高，市场力加剧，交易主体利益分配不均等
问题，使得政府不得不考虑新的市场模式；美国加州电力危机的出现，使更多人怀疑电力市场改革的
作用；巴西1995～2002年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借鉴英国的电力市场模式，进行了私有化，建立了竞争
性电力市场，但由于1999年的货币贬值、2001年的电力危机等一系列问题而导致失败。
　　电力市场改革的稳步发展阶段是指经历了改革的兴奋期和茫然期之后，各国对电力市场改革的思
路和方案进行了调整，更加客观地审视电力市场规律和电力工业自身特点，在电力交易规则和交易模
式等方面开始趋于规范，电力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英国2001年实施的NETA模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取得成功并向苏格兰推广，形成了运营较为成功
的BETTA模式；美国经过改革初期各州的探索，2002年7月，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RC）总结了美
国当时几个典型电力市场的经验，提出了标准电力市场设计（SMD），旨在为美国各区域电力市场提
供相对标准化的市场规则，指导电力市场建设。
巴西2004年通过了电力市场新模式，创建电力库，通过长期合约实现电力供需平衡。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消费和电力需求逐年增加，考虑国家能源安全、
电力工业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节能减排等发展战略，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面临越来越高的要求。
20世纪80年代的“集资办电”拉开了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序幕，2002年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
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02]5号）奠定了我国电力市场改革的基石，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十
一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更加明确了“十一五”期间我国电力市场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力市场标准化设计和评价体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