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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助力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服务电力现货市

场运营，满足“省间市场未延伸、省内市场未覆盖”的交易需求，

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5〕9 号）及其相关配套文件、《电力监管条例》（国

令第 432号）、《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24

年第 2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发改体改〔2022〕118号）等文件，

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东北电力互济交易（下文简称“互济

交易”），是指在省间电力现货交易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东北区域

内省间电力保供和新能源消纳能力，开展省间电能量互济交易。

第三条 国家电网东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负责互济交易的运营

管理，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市场交易五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蒙

东等省级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和省级电力交易机构按职责分工配合

工作。互济交易的所有市场成员，须遵守本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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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市场成员管理

第一节 市场成员

第四条 市场成员包括经营主体、电网企业和市场运营机构。

经营主体包括各类型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新型经营主

体，市场运营机构包括国家电网东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简称“网

调”），辽宁、吉林、黑龙江、蒙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简称“省

调”）和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市场交易五部（简称“京交五部”），

辽宁、吉林、黑龙江、蒙东电力交易机构（简称“省级电力交易机

构”）。参与省间电力现货市场的经营主体可参与互济交易。

第二节 经营主体权利

第五条 发电企业权利包括：

（一）可按本实施办法参与互济交易。

（二）可公平获得输电服务和电网接入服务。

（三）可公平获得市场运营相关信息。

（四）法律法规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第六条 售电公司权利包括：

（一）符合准入条件的售电公司可按实施办法参与互济交易。

（二）可公平获得输配电服务。

（三）可公平获得市场运营相关信息。

（四）法律法规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第七条 电力用户权利包括：

（一）符合准入条件的电力用户可按实施办法参与互济交易。



3

（二）可公平获得输配电服务和电网接入服务。

（三）可公平获得市场运营相关信息。

（四）法律法规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第三节 经营主体义务

第八条 发电企业义务包括：

（一）应签订和履行互济交易合同。

（二）应按规定披露和提供企业信息。

（三）应执行并网调度协议，服从电力调度机构的统一调度，

按规定提供辅助服务。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九条 售电公司义务包括：

（一）应签订和履行互济交易合同。

（二）拥有配电网的售电公司应向其他经营主体提供公平的

配电服务。

（三）应按规定披露和提供信息。

（四）应具备参与互济交易所需的计量条件。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条 电力用户义务包括：

（一）应签订和履行互济交易合同。

（二）应按规定披露和提供信息。

（三）应具备参与互济交易所需的计量条件。

（四）应服从电力调度机构的统一调度，在系统特殊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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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事故等），按电力调度机构要求安排用电。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节 电网企业职责

第十一条 电网企业职责包括：

（一）应保障电网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

（二）应为经营主体提供公平的输配电服务和电网接入服务。

（三）应代理暂未直接参与互济交易的电力用户以报量报价

方式参与互济交易；在售电公司和电力用户直接参与互济交易之前，

代理全部电力用户参与互济交易。

（四）应向经营主体提供计量、抄表、收付费等各类市场服务。

（五）应负责互济交易电费结算，按规定收取输配电费用，代

国家收取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

（六）应负责互济交易的收支明细实施专账管理。

（七）应按规定披露和提供市场信息，承担保密义务和责任。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节 市场运营机构职责

第十二条 网调职责包括：

（一）应负责组织互济交易，负责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互

济交易技术支持系统主站。

（二）应负责组织省调开展安全校核。

（三）应负责向省调下发网调直调机组发电预计划与省间联

络线预计划。网调直调机组参与所在省省内电力现货交易的，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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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其发电预计划。

（四）应按规定披露互济交易相关信息，将披露信息推送至电

力交易信息平台。

（五）应负责依据本实施办法组织互济交易出清，并向相关调

度机构下发出清结果。

（六）应根据互济交易出清结果，编制并下发网调直调机组发

电计划与省间联络线计划，网调直调机组参与所在省省内电力现货

交易的，可不下发其发电计划。

（七）应负责向京交五部提供互济交易出清结果、执行情况等

信息。

（八）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 省调职责包括：

（一）应负责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本省（区）侧互济交易

技术支持系统终端，负责向主站报送开展互济交易的相关信息，负

责接收省级交易机构发送的经营主体申报数据，并将申报数据转发

至网调。

（二）应负责按调管范围开展安全校核。

（三）应负责组织省内电力现货市场预出清或预计划。

（四）应按规定披露和提供输变电设备检修、机组检修、省内

重要断面可用输电容量参考值等信息。

（五）应负责组织省内经营主体参与互济交易。

（六）应负责向所在省的电力交易机构提供互济交易出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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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执行情况等信息。

（七）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四条 京交五部职责包括：

（一）应提供经营主体注册、注销等服务。

（二）应按照电力企业信息披露和报送等有关规定披露和报

送信息。

（三）应负责进行市场月结算。

（四）应负责向市场成员出具互济交易结算依据，提供相关服

务。

（五）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五条 省级电力交易机构职责包括：

（一）应提供经营主体注册、注销等服务。

（二）应负责省内经营主体的交易申报及信息发布，负责将经

营主体申报的相关交易数据发送至省调。

（三）应配合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开展信息披露有关工作。

（四）应配合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开展电力交易结算有关工作。

（五）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其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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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交易组织

第一节 交易品种

第十六条 互济交易为电能量交易，买方为电网企业、售电公

司、电力用户、发电企业（初期包括新能源、火电、核电发电企业），

卖方为发电企业（初期包括新能源、火电、核电发电企业）。

第二节 交易路径

第十七条 在互济交易中，设置网调、辽宁、吉林、黑龙江、

蒙东 5 个交易节点。网调直调机组绥中电厂 1、2 号机纳入辽宁交

易节点，京科电厂 2 号机、科右中电厂 1、2 号机纳入蒙东交易节

点，其余网调直调机组纳入网调交易节点。同一节点内的经营主体

不允许开展互济交易。

第十八条 交易网络由交易节点、跨省交直流输电通道和省内

重要输电通道共同组成。

第十九条 交易路径由卖方节点和买方节点之间通过跨省交直

流输电通道和省内重要输电通道顺序链接形成。

（一）同一交易路径不重复经过同一交易节点。

（二）任意一对卖方、买方节点间可选择多条交易路径开展交

易。

（三）跨区通道、省间联络线的电能传输方向遵从国家批复文

件要求。

第三节 输电价格和线损

第二十条 输电价格是顺序链接形成交易路径的各跨省交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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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通道和各省内相关输电通道的输电价格之和；上述输电价格按

政府主管部门核定价格执行。

第二十一条 互济交易输电价格及输电线损由顺序链接形成交

易路径的各跨省交直流输电通道输电价格之和与各省内相关输电

通道的输电线损叠加形成；线损率按政府主管部门核定标准或备案

标准执行；输电价格已包含线损的，不再另行收取。

第四节 交易限制条件

第二十二条 同一交易时段，经营主体是否可以买入或卖出电

能，需根据以下情况进行界定：

（一）同一经营主体在同一时刻不可同时作为买方、卖方参与

交易。

（二）交易节点内部平衡紧张时，节点内部卖方经营主体不得

在互济交易中卖出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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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前互济交易

第一节 日前互济交易组织周期

第二十三条 市场运营机构按日组织日前互济交易。交易日从

00:15至 24:00，每 15分钟设为一个时段，交易日共分 96个时段。

第二节 日前互济交易准备

第二十四条 网调从京交五部获取省间中长期电力交易曲线。

网调 D-2 日编制并下发 D 日 96 时段调管范围内省间联络线及网调

直调机组发电预计划。直调机组参与所在省省内电力现货交易时，

可不下发其发电预计划。省内电力现货市场运行期间，相应省调在

D-1 日开展 D 日 96 时段省内预出清。省内电力现货市场未运行期

间，相应省调在 D-1日编制 D 日 96时段预计划。

第二十五条 按照《电力市场信息披露基本规则》（国能发监

管〔2024〕9 号）（简称“9 号文”）要求，省级电力交易机构发

布交易前信息公告。

第二十六条 省内经营主体、网调直调机组通过省级电力交易

机构进行互济交易申报，省级电力交易机构将经营主体申报的相关

交易数据发送至省调，省调接收经营主体申报数据并转发至网调。

第二十七条 日前互济交易买方经营主体申报要求如下：

（一）买方经营主体全天申报单调非递增的购电量价曲线。每

段需申报出力区间起点（兆瓦）、出力区间终点（兆瓦）以及该区

间的能量价格（元/兆瓦时）。每一个报价段的起始出力点必须等于

上一个报价段的出力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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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电力最小单位为 1兆瓦，申报价格最小单位为 1元

/兆瓦时。

（三）买方经营主体申报价格上下限范围参照附件六。

（四）买方火电发电企业申报购电量价曲线第一段出力区间

起点为发电企业的最大发电能力，最后一段出力区间终点为发电企

业的最小发电能力。火电发电企业运行日最小发电能力沿用省内电

力现货市场运行参数，未开展省内电力现货市场运行省份及独立申

报的火电发电企业需单独申报其最大、最小发电能力，单位为兆瓦；

配有电蓄热的买方火电发电企业最小发电能力为该火电发电企业

申报的发电企业自身最小发电能力扣除电蓄热的计划用电电力。火

电发电企业的最小发电能力要以确保电力安全、供热安全为前提，

不得影响居民供热质量。

（五）买方电力用户、售电公司、新能源发电企业及核电发电

企业申报购电量价曲线根据省内市场供需平衡情况、新能源预测偏

差、核电安全运行要求综合考虑。

第二十八条 日前互济交易卖方经营主体申报要求如下：

（一）卖方经营主体综合考虑必要费用，全天申报不超过 10

段单调非递减的“电力-价格”曲线。每段需申报出力区间起点（兆

瓦）、出力区间终点（兆瓦）以及该区间的能量价格（元/兆瓦时）；

每一个报价段的起始出力点必须等于上一个报价段的出力终点；第

一段出力区间起点为发电企业的最小发电能力，最后一段出力区间

终点为发电企业的最大发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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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电力最小单位为 1 兆瓦，申报价格最小单位为 1元

/兆瓦时。

（三）卖方经营主体申报价格上下限范围参照附件六。

（四）卖方火电发电企业、新能源发电企业及核电发电企业申

报“电力-价格”曲线第一段出力区间起点为发电企业的最小发电能

力，最后一段出力区间终点为发电企业的最大发电能力。省内电力

现货市场运行省份卖方发电企业运行日最大、最小发电能力沿用省

内电力现货市场运行参数，未开展省内电力现货市场运行省份及独

立申报的市场主体需单独申报发电企业最大、最小发电能力，单位

为兆瓦，发电企业申报的最大发电能力不得超过其额定出力。火电

发电企业申报的最小发电能力为其自身最小发电能力，新能源场站

最小发电能力为 0。

（五）卖方火电机组还需申报以下机组物理运行参数：

冷态启动时间：即机组处于冷态情况下（停机时间 72 小时及

以上）从接到开机通知到机组并网所需的时间，单位为小时。

热态启动时间：即机组处于热态情况下（停机时间 72 小时以

内）从接到开机通知到机组并网所需的时间，单位为小时。

额定有功功率，单位为兆瓦。

最大爬坡速率，单位为兆瓦/分钟。

综合厂用电率，单位为%。

典型开机曲线，即机组在开机过程中，从并网至 50%装机容量

期间的升功率曲线，时间间隔为 15 分钟，开机曲线持续时间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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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3小时（大于等于机组从并网开始有功达到最小发电能力的时间）。

最小连续开机时间，即机组竞价开机后，距离下一次停机至少

需要连续运行的时间，单位为小时；最小连续开机时间与省内电力

现货市场要求一致。

第三节 日前互济交易申报信息合理性校验

第二十九条 日前卖方经营主体可卖出电力计算。

日前卖方可卖出电力为卖方日前申报的最大发电能力（新能源

场站为短期功率预测，可叠加配储放电能力）扣除省内电力现货市

场日前预出清结果或预计划及日前省间电力现货市场出清结果。

第三十条 日前买方经营主体可买入电力计算。

日前买方火电发电企业可买入电力为省内电力现货市场日前

预出清结果或预计划叠加日前省间电力现货市场出清结果扣除发

电企业最小发电能力。

第三十一条 日前互济交易合理性校验。

（一）经营主体申报数据应满足规定要求，由技术支持系统根

据要求自动进行初步审核，初步审核不通过的不允许提交。

（二）省间电力现货市场出清后，网调、省调在数据上报前分

别对互济交易中的经营主体申报量进行合理性校验，保证交易节点

内部电能申报量可送出或受入；网调对区域内各交易节点的申报量

进行合理性校验，保证区域内电能申报量可执行。

（三）合理性校验过程中，需对经营主体可买入/可卖出电力进

行加和计算，若满足受入或送出能力无法满足可买入/可卖出电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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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依次调减。当以上条件均相同时，按照申报

电力等比例调减，形成合理性校验结果，省调将合理性校验结果上

报至网调。

（四）合理性校验后，省调将买卖双方“电力-价格”曲线按照

合理性校验要求扣减后的曲线上报至网调。

第四节 日前互济交易出清

第三十二条 网调依托互济交易技术支持系统组织日前互济交

易出清。

第三十三条 日前出清电力和价格折算方法如下：

日前买方按照报价由高到低形成买方序列。其中买方序列的可

买入电力、申报价格，考虑输电价格（含税、含线损）后折算到卖

方节点。

第三十四条 日前集中竞价出清如下：

（一）买方经营主体在所在节点日前申报“电力-价格”曲线，

考虑所有交易路径的输电价格（含税、含线损）后，逐一折算到卖

方节点。

（二）在卖方节点，买方经营主体报价按照从高到低排序，卖

方经营主体（含在运、停备机组）报价从低到高排序，形成价差交

易对，综合考虑上网环节线损，输电价格及输电通道容量限额等约

束条件，以在运机组优先成交为前提，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

标，开展集中优化出清。

（三）日前互济交易中成交对成交价格为市场优化出清后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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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日前买电与日前卖电的价差。

（四）存在多个价差相同的交易对时，按照日前申报电力比例

分配交易对中的卖方节点送出需求和买方节点受入需求。

交易对中卖方节点的送出需求分配：按照卖方节点在全部价差

相同交易对中涉及的各个买方节点日前申报电力的比例，对该卖方

节点日前申报电力进行分配，形成该交易节点外送各买方节点的电

力。

交易对中买方节点的受入需求分配：按照买方节点在全部价差

相同交易对中涉及的各个卖方节点日前申报电力的比例，对该买方

节点日前申报电力进行分配，形成该交易节点受入各卖方节点的电

力。

（五）考虑省间联络线输电容量对成交电力校验调整。若相关

交易对的日前成交电力超出某一省间联络线或输电断面的可用输

电容量，则按比例缩减相关交易对的日前成交电力，形成各交易对

在对应省间联络线及输电断面上的日前成交电力。

第三十五条 日前出清边际价格计算如下：

卖方节点最后一笔成交交易对中买方申报价格与卖方申报价

格的平均值为该卖方节点的边际价格。

第三十六条 停备机组未成交时段以最小发电能力作为固定出

力运行，未成交时段产生的费用由该停备机组在互济交易出清时，

市场形成全部交易对的买方进行承担；未成交时段指省内电力现货

市场日前机组组合中在运拟停备机组当日 0:00 时刻至启机交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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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时段起点时刻间时段和停机机组启机交易成交时段终点时刻至

当日 24:00时刻间的时段。

第三十七条 省内电力现货市场未运行期间，卖出电能量的发

电企业按成交结果增加发电份额，买入电能量的电网企业、售电公

司、电力用户扣除其参与省内电力现货市场的买电需求。省内电力

现货市场运行期间，日前互济交易卖方成交结果作为送端关口负荷

增量，买入电能量的发电企业按照互济交易成交结果从高到低扣减

发电能力后参与省内电力现货市场，买方成交结果作为受端关口电

源参与省内电力现货市场出清。

第三十八条 按照 9 号文相关要求，由京交五部及省级电力交

易机构负责开展日前市场各时段出清电价、出清电量等互济交易出

清后信息的披露工作。

第五节 日前互济交易流程

第三十九条 日前互济交易时序

D-1 日 12:30-13:00，省间电力现货市场出清后，经营主体申报

参加互济交易的相关信息；网调、省调对经营主体的申报量进行合

理性校验。省调将经营主体申报参加互济交易的相关信息及通过合

理性校验后扣减的分时“电力-价格”曲线上报至网调。

D-1 日 13:00 前，网调对区域内各交易节点的申报量进行合理

性校验。

D-1 日 13:00-14:00，网调组织日前互济交易。

D-1 日 14:00-14:30，网调将日前互济交易结果和省间联络线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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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下发至相关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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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内互济交易

第一节 日内互济交易组织周期

第四十条 日内互济交易从 0:00时刻开始以 30分钟为一个固定

交易周期，滚动组织未来 2小时的日内互济交易。

第二节 日内互济交易准备

第四十一条 按照 9 号文要求，省级电力交易机构发布交易前

信息公告。

第四十二条 日内经营主体申报要求如下：

（一）日内经营主体可重新申报量价信息，也可沿用日前申报

交易信息，新能源发电企业通过省级新能源功率预测系统滚动申报

超短期预测出力曲线（可叠加配储放电能力）。

（二）买方电力用户、售电公司、新能源发电企业及核电发电

企业日内申报的购电曲线根据省内市场供需平衡情况、新能源预测

偏差、核电安全运行要求综合考虑。

第三节 日内互济交易申报信息合理性校验

第四十三条 日内卖方经营主体可卖出电力计算。

日内卖方可卖出电力为卖方日内申报的最大发电能力（新能源

场站为短期功率预测，可叠加配储放电能力）扣除省内电力现货市

场日前正式出清结果或日前正式计划及日内省间电力现货市场出

清结果，具备条件时日内互济卖方可卖出电力为卖方日内申报的发

电能力扣除省内电力现货市场日内滚动出清结果。

第四十四条 日内买方经营主体可买入电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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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买方火电发电企业日内可买入电力为省内电力现货市场

日前正式出清结果或日前正式计划叠加日内省间电力现货市场出

清结果扣除最小发电能力，具备条件时日内互济买方可买入电力为

省内电力现货市场日内滚动出清结果扣除最小发电能力。

第四十五条 日内互济交易合理性校验。

日内互济交易合理性校验与日前互济交易合理性校验一致（本

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

第四节 日内互济交易出清

第四十六条 网调依托互济交易技术支持系统组织日内互济交

易出清。

第四十七条 日内出清电力和价格折算方法如下：

日内互济交易采用集中竞价，买卖双方高低匹配，按价差由高

到低依次成交出清。

第四十八条 日内集中竞价出清如下：

（一）沿用买方经营主体在所在节点日前申报“电力-价格”曲

线，考虑所有交易路径的输电价格（含税、含线损）后，逐一折算

到卖方节点。

（二）在卖方节点，买方经营主体报价按照从高到低排序，卖

方经营主体报价从低到高排序，形成价差交易对，在三省一区内已

开机的机组组合下，综合考虑上网环节线损，输配电价格及输电通

道容量限额等约束条件，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开展集中

优化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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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济交易中日内成交对成交价格为市场优化出清后匹

配的日内买电与日内卖电的价差。

（四）存在多个价差相同的交易对时，按照日内申报电力比例

分配交易对中的卖方节点送出需求和买方节点受入需求。

交易对中卖方节点的送出需求分配：按照卖方节点在全部价差

相同交易对中涉及的各个买方节点日内申报电力的比例，对该卖方

节点日内申报电力进行分配，形成该交易节点外送各买方节点的电

力。

交易对中买方节点的受入需求分配：按照买方节点在全部价差

相同交易对中涉及的各个卖方节点日内申报电力的比例，对该买方

节点日内申报电力进行分配，形成该交易节点受入各卖方节点的电

力。

（五）考虑省间联络线输电容量对成交电力校验调整。若相关

交易对的日内成交电力超出某一省间联络线或输电断面的可用输

电容量，则按比例缩减相关交易对的日内成交电力，形成各交易对

在对应省间联络线及输电断面上的日内成交电力。

第四十九条 日内出清边际价格计算如下：

卖方节点最后一笔成交交易对中买方申报价格与卖方申报价

格的平均值为该卖方节点的边际价格。

第五十条 省内电力现货市场未运行期间，卖出电能量的发电

企业按成交结果增加发电份额，买入电能量的电网企业、售电公司、

电力用户扣除其参与省内市场的买电需求。省内电力现货市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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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日内互济交易卖方成交结果作为送端关口负荷增量，买方成

交结果作为受端关口电源参与省内出清。

第五十一条 按照 9 号文相关要求，由京交五部及省级电力交

易机构负责开展日前市场各时段出清电价、出清电量等互济交易出

清后信息的披露工作。

第五节 日内（实时）互济交易流程

第五十二条 日内（实时）互济交易时序。

T-60分钟前，日内省间电力现货交易形成出清结果。

T-60 至 T-45 分钟，重新申报的经营主体申报互济交易量价信

息，网调、省调对经营主体的申报量进行合理性校验。在该时段日

内互济交易中仅卖出电力的省份，省调将通过合理性校验后扣减的

发电企业“电力-价格”曲线整合至一条“电力-价格”曲线上报至

网调；在该时段日内互济交易中仅买入电力的省份，省调将买方电

力用户、售电公司、新能源发电企业、核电发电企业“电力-价格”

曲线以及通过合理性校验后扣减的买方火电发电企业“电力-价格”

曲线整合至一条“电力-价格”曲线上报至网调。

T-45分钟前，网调对区域内各交易节点的申报量进行合理性校

验。

T-45 至 T-30 分钟，网调组织开展日内互济交易出清，并将交

易结果和省间联络线计划下发至相关调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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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统一安全校核

第五十三条 统一安全校核，是指在省内电力现货市场预出清

阶段对全网火电机组开机容量进行安全校核，确保满足安全约束，

并在省内电力现货市场正式出清阶段对全网潮流分布进行安全校

核，确保市场交易结果具备可执行性。

第五十四条 火电开机容量安全校核。

为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电力保供及新能源消纳，在省

内电力现货市场日前预出清阶段，安全约束机组组合（SCUC）后、

安全约束经济调度（SCED）前，对全网火电机组开机容量进行安

全校核。

当全网开机容量不满足全网最小开机容量约束（其中最小开机

容量约束参照安全稳定管理规定）时，按以下原则校正机组开机方

式，确定各省启机机组总容量：

（一）当各省安全约束机组组合中拟停机组总容量大于最大

停机容量约束时，对各省机组组合中的拟停机组按比例分配拟停机

组总容量。

（二）若各省机组组合仍未满足全网最小开机容量约束时，根

据各省备用机组容量比例分配各省开机机组总容量。

此外需满足机组最小停机间隔时间、机组综合启停次数、机组

状态约束等约束条件。

当全网停机容量不满足全网最大开机容量约束（其中最大开机

容量由网调根据电力电量平衡情况确定）时，按以下原则校正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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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方式，确定各省停机机组总容量：

（一）省内电力现货市场预出清机组组合中拟启机机组优先

不安排启机，并按照电能量量价信息高价优先排序。

（二）受阻断面内的机组优先停机。

（三）平均电能量高价优先停机。

此外需满足机组最小运行方式、最小连续开机时间、机组综合

启停次数等约束条件。

第五十五条 全网潮流安全校核。

（一）网调组织省调确定通道可用输电能力或断面限额，互济

交易出清过程闭环考虑通道安全约束。

（二）区内保供紧张时段，为保障区内电力平衡，各省上报省

间电力现货交易量前由网调开展平衡校核。

（三）省调向网调报送省内电力现货市场申报数据及出清结

果，网调组织省调对互济交易、各省省内电力现货市场出清结果开

展全网主要断面潮流安全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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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交易执行与偏差处理

第一节 交易执行

第五十六条 省间联络线计划安排优先级如下：

（一）省间中长期交易。

（二）日前省间电力现货交易。

（三）日前互济交易。

（四）日内省间电力现货交易。

（五）日内互济交易。

第二节 偏差处理

第五十七条 互济交易结果纳入省间联络线计划，作为省内市

场的运行边界，原则上不跟随经营主体的实际发用电而变化。

第五十八条 省内电力现货市场运行时，省内发电企业实际发

电出力低于互济交易的电力时，互济交易的电力不变，少发电能按

照省内电力现货市场价格向省内其他发电企业购买。省内电力现货

市场未运行时，发电企业电量按照相关规则进行偏差考核。

第五十九条 网调直调机组实际发电能力下降导致与互济交易

结果出现偏差时，采用如下方式进行偏差调整：

少发电能优先通过调增直调发电企业内部机组进行补足；如直

调发电企业内部无法补足，由相关省份发电企业或相同调管范围内

其余直调机组调增出力进行补足，保持省间联络线计划不变；调增

后对相关省产生的影响，由直调发电企业按照省内电力现货市场规

则对其进行补偿。对于未开展省内电力现货市场的省份，直调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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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按照省内中长期交易平均价格对相关省份发电企业进行补偿，

或按照省内相关规则进行偏差考核。

第六十条 当省间联络线因电网故障、设备异常、自然灾害、

外力破坏及其他原因导致输电能力下降时，电力调度机构依据调度

规程，按照“安全第一”的原则，及时调减或取消日内互济交易。

省间交流联络线输电功率波动、输电线损误差等因素造成实际

执行值与所有交易的偏差，按照相关规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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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计量方法与结算原则

第一节 交易计量

第六十一条 计量装置设置要求如下：

（一）电网企业应根据市场运行需要，按照《电能计量装置技

术管理规程》等国家和行业规程规范要求，在产权分界点设置关口

电能计量装置。

（二）发电企业上网电量计量装置原则上设在产权分界点，产

权分界点无法安装计量装置的，考虑相应变（线）损，并由发电企

业、电网企业在相关合同中进行约定。

（三）所有的省间结算关口点，需要安装具备分时计量能力的

计量装置，计量装置的精确度达到国家、行业的要求，并能接入相

应的电能量采集系统。

（四）省间结算关口包括各跨省专项工程的送端和受端、省间

交流联络线送端和受端、省间点对网电厂及直流配套电源上网侧、

省间统分电源的上网侧等。

（五）输电电量计量装置原则上应按输电价格核准文件中有

关规定设置或与买电电量计量装置保持一致。

（六）省间结算关口计量装置应由电网企业与相关主体明确

约定，若发生变更，交易各方应以书面方式进行确认。

第六十二条 计量数据要求如下：

（一）电力交易机构根据电网企业提供的关口点计量数据，向

经营主体出具结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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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计量装置故障等问题导致计量表计底码值不可用时，

电网企业出具电量更正报告，由电力交易机构组织相关经营主体确

认后进行结算。

（三）交易执行的关口表名称和计量数据间逻辑关系应标志

清晰。

第六十三条 电网企业负责计量数据的统一管理。

第六十四条 市场结算用的关口计量数据，原则上应由电能计

量采集管理信息系统自动采集，并按相关市场规则要求的抄表周期

报送至电力交易机构。

第二节 结算原则

第六十五条 互济交易结算周期如下：

（一）互济交易结算采用日清月结方式，D+5 日进行市场化交

易结果清分，生成日清分结果。京交五部及省级电力交易机构依据

调度机构提供的互济交易结果和实际执行情况按日发布日清分结

果；交易机构在次月结算规定时限内，汇总其它交易结果，统一出

具月度结算依据，并向经营主体发布。

（二）网调、省调 D+1 日将 D 日市场交易结果和实际执行情

况等信息提供给京交五部及省级电力交易机构。

第六十六条 互济交易结算依据如下：

（一）调度机构负责提供互济交易出清结果及执行结果，包括

互济交易周期（日前、日内）、电量、电价；京交五部会同相关省

级电力交易机构提供互济交易结算依据；电网企业负责开展相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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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主体电费结算。

第三节 结算方法

第六十七条 互济交易费用计算如下：

卖方经营主体参与互济交易的总收入，包括日前和日内两部分，

其中日前部分为互济交易中卖方日前成交的电量与日前出清边际

价格的乘积，日内部分为互济交易中卖方日内成交的电量与日内出

清边际价格的乘积。

买方经营主体参与互济交易的总支出，包括日前和日内两部分，

其中日前部分为互济交易中卖方日前成交的电量与日前出清边际

价格、输电价格（含税、含线损）之和的乘积，日内部分为互济交

易中卖方日内成交的电量与日内出清边际价格、输电价格（含税、

含线损）之和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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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市场风险防控

第一节 市场力检测及缓解

第六十八条 开展市场力评估分析，在互济交易完成后，分别

计算 HHI指数、RSI指数、MRR指数及 Top-4指数四项市场力评估

指标。

第六十九条 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及政府主管部门依据报价

检测结果和市场力评估分析结果，可以采取市场力缓解措施进行干

预。

第二节 市场限价

第七十条 市场限价设定应考虑经济社会承受能力，有利于市

场发现价格，激励投资，引导用户侧削峰填谷，提高电力保供能力，

防范市场运行风险。

第七十一条 互济交易除正常交易的市场限价之外，当市场价

格处于价格限值的连续时间超过一定时长后，可设置并执行二级价

格限值。

第三节 风险干预

第七十二条 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当出现如下情况时，

市场运营机构可进行风险干预：

（一）出现电网故障、系统频率或电压超过正常范围、设备超

过稳定限额等情况。

（二）因突发性社会事件、异常气象和自然灾害等，威胁电网

安全运行或电力可靠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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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能源预测出现重大偏差，影响市场正常运行。

（四）相关技术支持系统故障，影响市场正常运行。

（五）落实政府部门的特殊管控要求。

（六）其他必要情况。

第七十三条 当出现第七十二条所述情况时，可采取如下风险

干预措施：

（一）调整市场交易范围，暂停指定范围内的电力市场交易。

（二）调整市场交易时间，暂缓组织市场交易。

（三）取消一定时段的日前交易或日内交易。

（四）重新进行日前或日内出清计算。

（五）其他措施。

第七十四条 采取风险干预措施后，市场运营机构应通知相关

对象风险干预的原因和范围等信息。

风险干预期间，市场运营机构应记录干预时间、干预操作、干

预原因等内容。

市场运营机构确定市场风险已消除，市场具备恢复正常运行条

件时，结束风险干预。

第四节 市场中止

第七十五条 当无法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电力可靠供应或

市场秩序受到严重扰乱时，市场运营机构可中止市场交易，电力调

度机构按照安全第一的原则及时进行处置。

第七十六条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市场运营机构可中止互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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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一）因突发性社会事件、异常气象和自然灾害等，电力供应

出现严重不足或电网运行出现较大风险。

（二）发生重大电源或电网故障，严重影响电力有序供应或电

力系统安全运行。

（三）相关技术支持系统（智能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含现货功

能）、交易中心交易平台、数据通信系统等）发生故障，导致短期

内无法正常组织市场交易。

（四）其他严重异常情况。

第七十七条 当出现第七十六条所述情况时，可采用如下处理

措施：

互济交易中止期间，各级电力调度机构依据调度规程，以保障

电网安全运行、电力有序供应为原则，及时进行相关处置，调整电

网运行方式。

第七十八条 市场中止由市场运营机构通知相关对象，通知的

内容包括市场中止的原因、范围和开始时间。

市场运营机构可在采取中止措施后，记录中止的起因、起止时

间等内容，同时按照相关规定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向相关市场成员发

布相关信息，事后报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备案。

市场运营机构确定导致市场中止的情形消除后，通知各市场成

员恢复市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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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信息披露

第一节 信息披露管理

第七十九条 省级市场运营机构负责互济交易信息披露的实施，

按 9号文要求，通过省级信息披露平台发布信息。

第八十条 省调将需要披露的信息上报至互济交易技术支持系

统主站，主站将信息汇总后下发至省调，省调通过省级信息披露平

台发布信息。

第二节 常态化信息发布

第八十一条 定期进行年度、月度等常态化电力市场信息披露，

相关信息如有变更及时发布变更说明，常态化信息包括：

（一）互济交易第三方校验报告。

（二）电网主要网络通道示意图（500kV 电压等级及以上）。

（三）发电机组转商情况。

（四）政府印发的电价政策相关文件、输配电价、政府核定的

输配电线损率、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

第三节 交易前信息发布

第八十二条 D-1 日 12:30前发布 D 日互济交易所需相关信息：

（一）必开必停机组名单及总容量。

（二）开停机不满足最小约束时间机组名单。

（三）市场参数信息，包括互济交易出清模块算法及运行参数、

价格限值。

（四）约束信息，包括发输变电设备投产、退役计划、发输变



32

电设备检修计划、省间联络线输电可用容量等。

第四节 交易后信息披露

第八十三条 日前互济交易出清后发布出清结果相关信息。

（一）D 日日前互济交易出清边际价格。

（二）D 日经营主体日前互济交易中标出力与电量。

第八十四条 日内互济交易出清后发布出清结果相关信息。

（一）D 日日内互济交易出清边际价格。

（二）D 日经营主体日内互济交易中标出力与电量。

第五节 市场风险防控信息披露

第八十五条 互济交易出现暂停、中止、重新启动等情况时，

市场运营机构将发生原因、起止时间及时向经营主体进行信息披露。

第六节 结算后信息披露

第八十六条 互济交易月结流程完成后电力交易平台发布月结

算预账单，发布后 3天内，经营主体进行核对、确认。若有异议，

提出反馈意见，逾期未反馈的视为确认。反馈意见经双方确认一致

后，形成月结算账单确认结果。

经营主体确认后，电力交易平台发布月结算正式账单。

第七节 信息披露原则和方式

第八十七条 信息披露应当遵循安全、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易于使用的原则。

第八十八条 市场信息通过电力交易平台披露，各省级电力交

易机构应配合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开展市场信息披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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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合同管理

第八十九条 互济交易合同包括电子承诺书和电子交易单。经

营主体在互济交易报价前，需在东北电力互济交易技术支持系统中，

阅知《电力互济交易风险提示书》，并签订电子承诺书。调度机构

将签订的交易合同提供给交易中心作为交易结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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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免责条款

第九十条 电网企业输配电业务属于监管业务，依法接受监管，

不承担市场运行相关的经济责任。

不可抗力引发的发输变电设备异常，造成其他市场成员经济损

失的，其设备所属的相关方不承担经济责任。不可抗力指对市场和

电力系统有严重影响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出现电力系统发生重大事故、系统安全稳定受到威胁、电力供

应无法保持平稳有序等情况，市场运营机构按规定对市场进行干预

或中止，电力调度机构按“安全第一”的原则处理，并予以免责。



35

第十三章 附则

第九十二条 本实施办法由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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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互济交易出清模型

附件二：电子交易承诺书

附件三：电力互济交易风险提示书

附件四：互济交易组织、出清、结算计算方式

附件五：互济交易输电价格及线损计算方式

附件六：互济交易申报价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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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互济交易出清模型

一、互济出清算法模型

（一）目标函数

目标函数为社会福利最大化，即：

 , ,max t t t t
od r d

t O
d r o

T r R o d D
U F P C P

  

  

式中：
t
dP 、

t
oP 分别表示购方d、售方o在 t时刻的申报价格； ,

t
od rF

表示每个购售对  ,o d 在可行交易路径 r上 t时刻的售端的中标电力；

,
t
d rC 表示购方d在 t时刻从交易路径 r购电所需要承担的输电费；T、

R分别表示所有交易时段 t、路径 r的集合；O、D分别表示所有售

方、购方市场主体集合。

（二）约束条件

（1）交、直流输电通道潮流计算
tie,

, tie tie TF
o d t

t r r t
od r

o R d R r R

F D S X
  

 

式中：
tie,
TF

tX 表示在 t时刻经由输电通道 tie的潮流； tie
rD 表示交易

路径 r经过的输电通道 tie 上的潮流方向，用 1 表示正向，–1 表示

反向； tie
rS 表示不考虑线损下，交易路径 r上经由的通道 tie的潮流分

布因子。交流断面上 tie
rS 计算公式如下：

VD 1
tie tie tie
rS T T 

直流通道上 tie
rS 则为 1 或者–1； tR 表示与输电通道 tie相关联的

所有交易路径 r的集合； oR 表示与 TR 路径相关的所有售方主体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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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表示与 TR 路径相关的所有购方主体集合。

（2）交、直流输电通道 ATC 约束
tie, tie,
TF ATC

t tX X

式中
t
ATC
ie,tX 表示交直流输电通道 tie 在 t时刻的最大剩余可用输电

能力。

（3）售方中标电力约束

,
t t
od r o

r R d D

F P
 



式中
t
oP 表示售方o在 t时刻的申报电力供给需求。

（4）购方中标电力约束

,
t t
od r d

r R o O

F P
 



式中
t
dP 表示购方d在 t时刻的申报电力购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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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电子交易承诺书

为保障互济交易实施办法顺利开展，规范市场成员行为，维护

市场秩序，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由参与东北电力互

济交易技术支持系统的经营主体签订本承诺书，并同意作出如下承

诺：

一、交易资格

（一）本公司为一家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有权签署并

有能力履行本承诺书。签署和履行参与交易所需的一切手续（包括

办理必要的政府批准、取得许可和营业执照等）均已办妥并合法有

效。

（二）已在电力交易机构注册，满足并遵守《东北电力互济交

易实施办法》相关要求。

（三）发电企业已与电网企业签订《购售电合同》，单个时段

内 15分钟最小负荷不小于 1MW。

（四）参与交易时，任何法院、仲裁机构、行政机关或监管机

构均未作出任何足以对参与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判决、裁定、

裁决或具体行政行为。

（五）同意通过技术支持系统参与交易，并按照相应交易事项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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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合同

（一）本公司同意交易采用“电子合同”形式。电子合同由本

承诺书+交易单共同组成。交易结果发布后形成交易单，电子合同

即成立生效，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1）同意在交易过程中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形式。使

用本公司交易账号和交易密码在技术支持系统中的各种操作，包括

但不限于申报电力、电量、电价及对申报数据的补充、修改和对交

易结果的核实、确认等，均为基于本公司的交易意愿产生的交易行

为。本公司自行承担因自身故意或过失导致交易账号和交易密码管

理不善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2）同意所参与的互济交易的方式、电力、电量、价格等，

以技术支持系统发布的信息公告、交易结果为准。认可由交易结果

产生的购售输电关系，并对交易结果中电量、电价等各项内容全面、

适当履行。

（二）本公司同意电子合同作为《购售电合同》的有效补充，

与《购售电合同》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电子合同中未明确的，按照

《购售电合同》执行。《购售电合同》相关条款与电子合同相关内

容出现不一致时，按照电子合同约定的内容执行。

三、其他

本公司为签署承诺书所需的内部授权程序均已完成，本承诺书

为书面文件时，签署承诺书的是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承诺书自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署之日起生效。采用电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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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过本公司账号、密码，在技术支持系统参与省间电力现货交

易之前，点击“同意”即为签署生效。本承诺书生效后即对本公司

具有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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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电力互济交易风险提示书

各经营主体：

在进行电力互济交易时，由于收益与风险共存，为了使各经营

主体了解其中的风险，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交易规则，现将可能

存在的风险提示如下，请您认真详细阅读：

（一）宏观系统风险：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地区宏观

经济环境和电力交易市场的变化、电力供需形势变化，可能会引起

电力互济交易价格波动。

（二）政策风险：因国家宏观政策、相关法律法规和交易规则

发生变化以及监管部门监管政策的调整，可能引起电力互济交易价

格波动。

（三）不可抗力风险：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

出现，将严重影响电力互济交易的正常运行。对于由不可抗力风险

所导致的任何损失，由经营主体自行承担。

（四）网络风险：因不可抗力、计算机病毒或者黑客攻击、突

发性的软硬件设备与电子通信设备故障、网络服务提供商线路或其

他故障等原因造成服务中断或不能满足用户要求，交易平台不承担

任何责任。网络环境存在诸多不可预知因素，交易平台未主动或故

意泄露用户隐私资料，平台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如用户使用交易

平台时被第三方抓取甚至泄露信息，由用户自行承担风险。

（五）安全风险：由于经营主体密码失密、操作不当、决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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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公告查阅不及时等原因可能会使经营主体发生亏损；交易平台

上操作完毕后未及时保存，致使未申报成功而造成的损失；交易平

台上操作完毕后未及时退出，被他人利用进行恶意操作而造成的损

失；上述损失都将由经营主体自行承担。在经营主体进行省间电力

现货交易时，委托他人代理进行交易，长期不关注账户变化有可能

造成损失，他人给予经营主体的保证获利或不会发生亏损的任何承

诺都是没有根据的，类似的承诺不会减少经营主体发生亏损的可能。

本风险提示书无法穷尽从事电力互济交易的全部风险情形，请

务必全面了解互济交易实施办法及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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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互济交易组织、出清、结算计算方式

一、输电价格及输电线损计算方式

（一）当交易路径中仅含跨省交流通道时：

price price
price price



 
输电价格（含税、含线损） 送出省输电价格（含税、含线损）

输东北分部 含税、电价格（ 不含线损 东北） 分部线损折价

（二）当交易路径中仅含伊穆直流通道时：

1
price

price price


 


伊穆直流输电价格

输电价格（含税、含线损） 伊穆直流输电线损折价

（三）当交易路径中含伊穆直流通道及跨省交流通道时：

1

price price
price
price
price

price








 


输电价格（含税、含线损） 送出省输电价格（含税、含线损）

东北分部 含税、不含线损

东北分部线损折

输电价

价

伊穆直流输电价格

伊穆直流输

格（ ）

电线损折价

损）输电价格（含税、含线price 为输电价格（含税、含线损）。

送出省输电价格price
为送出省输电价格。

折价送出省线损price 为送出省线损折价。

东北分部输电价格price 为东北分部输电价格。

price
东北分部线损折价 为东北分部线损折价。

price
直流输电价格伊穆 为伊穆直流输电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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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直流输电线损折价伊穆 为伊穆直流输电线损折价。

为伊穆直流线损率。

二、申报信息合理性校验计算方式

（一）日前卖方经营主体可卖出电力：

ower k k k

k

p power power
power

 


日前卖电, 日前最大发电能力, 预出清（预计划）,

日前省间,

其中：

ower kp 日前卖电, 为卖方经营主体 k的日前可卖出电力。

kpower
日前最大发电能力, 表示卖方发电企业 k日前申报的运行日最

大发电能力（不大于额定有功功率），单位为兆瓦。

kpower
预出清（预计划）, 表示卖方发电企业 k日前省内电力现货市

场预出清结果或预计划。

kpower日前省间, 表示卖方发电企业 k日前省间电力现货市场出清

结果。

（二）日前买方经营主体可买入电力：

,

j jj

j

power power power

power

 


买方可买入, 日前省间,预出清（预计划）,

最小发电能力

其中：

jpower买方可买入, 表示买方发电企业 j可买入电力。

jpower
预出清（预计划）, 表示买方发电企业 j 日前省内电力现货市

场预出清结果或预计划。

jpower日前省间, 表示买方发电企业 j日前省间电力现货市场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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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jpower
最小发电能力 表示买方发电企业 j运行日最小发电能力。

（三）日内卖方经营主体可卖出电力：

or

i i i

i

i i i

power power power
power

power power power

 



 

日内卖方可卖出, 日内最大发电能力, 日前正式出清（日前正式计划）,

日内省间,

日内卖方可卖出, 日内最大发电能力, 日内滚动出清（日内滚动计划）,

其中：

ipower
日内卖方可卖出, 表示卖方发电企业 i日内可卖出电力。

ipower
日内最大发电能力, 表示卖方发电企业 k 日内申报的运行日最

大发电能力（不大于额定有功功率），单位为兆瓦。

ipower
日前正式出清（日前正式计划）, 表示卖方发电企业 i日前省内电力

现货市场正式出清结果或日前正式计划。

ipower
日内省间, 表示卖方发电企业 i日内省间电力现货市场成交

结果。

ipower
日内滚动出清（日内滚动计划）, 表示卖方发电企业 i实时现货市场

中上一时刻的日内滚动出清结果或日内滚动计划出力。

（四）日内买方经营主体可买入电力：

,

,

or

j j j

j

j j j

power power power

power

power power power

 



 

日内买方可买入, 日前正式出清（日前正式计划）, 日内省间,

最小发电能力

日内买方可买入, 日内滚动出清, 最小发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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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power
日内买方可买入, 表示买方火电发电企业 j日内可买入电力。

jpower
日前正式出清（日前正式计划）, 表示买方火电发电企业 j日前省内

电力现货市场正式出清结果或日前正式计划。

jpower
日内省间, 表示买方火电发电企业 j日内省间电力现货市场

成交结果。

, jpower
最小发电能力 表示买方火电发电企业 j运行日最小发电能力，

其中新能源场站最小发电能力为 0，火电发电企业最小发电能力不

小于 0，不大于最小技术出力。

三、出清计算方式

（一）出清电力和价格折算方法：

（1）当交易路径中仅含交流通道时：

j jpower power卖

买方可买入, 买方可买入,

（2）当交易路径中含伊穆直流通道时：

1
j

j

power
power





买方可买入,卖

买方可买入,

j jprice price price 卖

买电, 买电, 输电价格（含税、含线损）

其中：

jpower卖买方可买入, 为买方主体 j 可买入电力折算到卖方节点的电

力。

jprice卖日前买电, 为买方主体 j申报价格折算到卖方节点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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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rice买电, 为买方主体 j申报价格。

（二）交易对成交价格计算：

j ii jprice price price  卖

买电, 卖电,交易对,

其中：

i jprice 
交易对, 为折算到卖方节点的买方经营主体 j与卖方经营

主体 i撮合的交易对在 t时段的价差。

iprice卖电, 为卖方经营主体 i申报价格。

（三）交易对中卖方节点的送出需求分配计算：

1

i j
i j i j SG

i j
r

power
power power

power


 




 



卖

申报买电,

分配卖电, 申报卖电,
卖

申报买电,

其中：

i jpower 分配卖电, 为交易对 i j 分配卖方电力。

i jpower 申报卖电, 为交易对 i j 申报卖方电力。

i jpower 
卖

申报买电, 为交易对 i j 申报买方折算到卖方节点的电

力。

SG为价差相同且卖方经营主体相同的交易对对数。

（四）交易对中买方节点的受入需求分配计算：

1

i j
i j i j SS

i j
r

power
power power

power


 




 


申报卖电,卖 卖

分配买电, 申报买电,

申报卖电,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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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power 
卖

分配买电, 为交易对 i j 分配买方折算到卖方节点的电

力。

i jpower 
卖

申报买电, 为交易对 i j 申报买方折算到卖方节点的电

力。

i jpower 申报卖电, 为交易对 i j 申报卖方电力。

SS为价差相同且买方经营主体相同的交易对对数。

（五）成交电力校验调整计算：

,
,, ,

,

l t
i j ti j t

l t

T
P P

T   可用输电,

调整后

待成交,

其中：

l为 t时刻越限最严重的省间联络线或输电断面。

,l tT
可用输电, 为省间联络线或输电断面 l的可用输电容量。

,l tT
待成交, 为省间联络线或输电断面 l在 t时刻的待成交电力。

,i j tP 为交易对 i j 在 t时刻调整前成交电力。

, ,i j tP 调整后 为交易对 i j 在 t时刻调整后的成交电力。

（六）出清边际价格计算：

  0.5i j i ji jprice price price    卖 卖

买电, 卖电,边际价格,

其中：

i jprice 
卖

边际价格, 为卖方节点的出清边际价格。

四、结算计算方式

（一）卖方经营主体总收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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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jitit

T

t
jititi

priceQ

priceQR

1
,,,,

1
,,,,,

)(

)(

日内边际价格日内互济

日前边际价格日前互济互济

其中：

iR ,互济 为卖方经营主体 i参与互济交易的总收入。

itQ ,,日前互济 为卖方经营主体 i在 t时段参与互济交易中卖方日前

成交的电量。

itQ ,,日内互济 为卖方经营主体 i在 t时段参与互济交易中卖方日内

成交的电量。

（二）买方经营主体总支出计算：































































T

t

jit
jt

T

t

jit
jtj

price

price
Q

price

price
QC

1

,,
,,

1

,,
,,,

损）输电价格（含税、含线

日内边际价格

日内互济

损）输电价格（含税、含线

日前边际价格

日前互济互济

其中：

jC ,互济 为买方经营主体 j参与互济交易的总支出。

五、市场力监测指数计算方式

（一）HHI指数

HHI的计算方式如下：

 
2

1

100
N

i
i

HH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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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i是第 i个市场供应者的市场份额，一般指该发电集团

的装机容量占参与竞争的总装机容量的比例，N为市场中发电集团

的数目。

HHI指数的大小取决于市场上发电集团的数目和各发电集团市

场份额的不均等程度。HHI越大，说明市场垄断程度越大，即市场

集中度越高，表明市场中出现滥用垄断力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垄

断市场 HHI 为 10000，完全竞争市场 HHI 趋于 0。当 HHI＜1000

时，表示为竞争型市场；当 1000≤HHI＜1800时，表示为低寡占市

场；当 HHI≥1800时，表示为高寡占市场。

（二）RSI指数

RSI指数（剩余供应率）是指电力市场中某一时段除某个发电

集团之外，其他发电集团的市场份额之和。用公式表示如下：

1
,

N

j i
j

RSI i

q q
I

D






其中，N为市场中发电集团的个数；qj为第 j个发电集团的申

报容量（或电量）；qi为第 i个发电集团的申报容量（或电量）；D

表示市场总需求。

某个发电集团的 RSI指数越小，表明其控制市场价格的能力越

强。当某发电集团的 RSI指数小于 1 时，表明该发电集团必不可少，

拥有市场力。

（三）MRR指数

指某一时段为满足市场需求，某发电集团必须发电的出力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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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发电容量的比例，表明市场对该发电集团的依赖程度。用公式表

示如下：

i t
i

k t

P
MRR

P
 ,

,

其中，Pi,t为 t 时段发电集团 i必须发电的出力，Pk,t为 t时段发

电集团 i可发电容量。

当某发电集团的 MRR指数大于 0 时，表明必须调用该发电集

团才能满足市场需求，该发电集团拥有市场力。MRR指数越大，表

明该企业拥有市场力越强。

（四）Top-4 指数

反映的是前 4大发电集团所占市场份额之和。用公式表示如下：
4

1
-4 LS

i
i

Top S




其中，
LS
iS 为发电集团按照市场份额从大到小排序后，第 i个

发电企业的市场份额。指数越大，表明市场的集中度越高。当 Top-4

指标大于 65时，表明市场具有寡头垄断的性质。

Top-4 指标小于 65%，表明市场竞争较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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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互济交易输电价格及线损计算方式

（一）东北分部输配电价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三监管

周期区域电网输电价格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23〕532

号）要求执行，输电价格为 0.0163 元/千瓦时（含税、不含线损）。

（二）互济交易中卖方所在省的送出输电价格参照《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2023〕526 号）要求执行，具体如下：

黑龙江：送出省输电价格为每千瓦时 0.03元（含税、含线损）。

吉林：送出省输电价格为每千瓦时 0.03 元（含税、含线损）。

辽宁：送出省输电价格为每千瓦时 0.0285元（含税、含线损）。

蒙东：送出省输电价格为每千瓦时 0.0301元（含税、含线损）。

（三）伊穆直流（呼辽直流）输电价格、线损率参照《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核定部分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有关问题的通

知》（发改价格〔2018〕1227号）执行，伊穆直流（呼辽直流）输

电价格为 4.59 分，线损率为 4.12%。

（四）东北区域电网线损率参照国网东北分部向国家能源局

东北监管局报备综合线损率 2.35%执行。

（五）线损折价计算公式：

东北分部线损折价=（上网电价+送出省输电价）×东北区域电

网线损率/（1-东北区域电网线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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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穆直流线损折价=（上网电价+伊穆直流输电价）×伊穆直流

线损率/（1-伊穆直流线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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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互济交易申报价格范围

（一）辽宁买方经营主体申报价格上下限范围暂定为[0，1700]

元/兆瓦时，卖方经营主体申报价格上下限范围暂定为[0，1500]元/

兆瓦时。

（二）吉林买方经营主体申报价格上下限范围暂定为[0，1700]

元/兆瓦时，卖方经营主体申报价格上下限范围暂定为[0，1500]元/

兆瓦时。

（三）黑龙江买方经营主体申报价格上下限范围暂定为[0，

1700]元/兆瓦时，卖方经营主体申报价格上下限范围暂定为[0，1500]

元/兆瓦时。

（四）蒙东买方经营主体申报价格上下限范围暂定为[0，1700]

元/兆瓦时，卖方经营主体申报价格上下限范围暂定为[0，1500]元/

兆瓦时。

各省（区）报价不超过出清限价范围，具体数值可由各省能源

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发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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