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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电市场放开环境下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展望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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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竞争不充分、供需不平衡”的电力市场现状，让售

电侧放开成为新一轮电改的核心，其重点任务是在需求侧充

分引入竞争、放开用户选择权和动态整合需求侧资源以实现

供需平衡，因此，需求侧管理成为售电市场有序放开的关键。

从我国电改逐步放开售电市场的现状着手，揭示了售电市场

放开所形成“多买方—多卖方”的市场格局，详细阐述需求侧

管理关键技术及实施条件，针对售电侧放开带来的竞争性市

场机制和灵活性市场环境，就如何推动和发展需求侧管理进

行了展望，并介绍了在国际电力市场上的成功实践案例，立足

国情，提出了在售电市场放开环境下需求侧管理的实施步骤

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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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 to the lack of competition and unbalanced de⁃
mand/supply situation in the current power market, deregulating
the power sale market has become the core of further reform of the
electric power system. Its key task is to balance supply and de⁃
mand by introducing competition on the demand side, releasing us⁃
er selection and dynamically integrating demand ⁃ side resources.
Therefore, demand side management（DSM）has become the key
technology for orderly release of power sale market. Based on the
gradual deregulation of the power sale market in China’s current
electric reform, the resulting multi⁃buyer⁃multi⁃seller market struc⁃
ture is revealed. Secondly, the key technologies and implementa⁃
tion obstacles of DSM are reviewed in detail. Thirdly, it is dis⁃
cussed how to promote and develop the DSM through competitive
market mechanism and flexible market environment brought by the
opening of the sale side. Fourthly,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of
DSM in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market are introduced. Finally,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SM are propos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eregulated power sal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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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推行近30年来，电力供需

表现为“电力短缺与电力过剩”交替出现，其根本原

因是无法以市场化的手段优化资源配置，且市场供

需之间缺乏实时的互动机制［1］。售电市场的逐步放

开需要在需求侧引入竞争、放开用户选择权并动态

地整合需求侧资源以促进供需平衡，在放开环境中

将会形成竞争性市场机制和灵活性市场环境两大

关键要素。而需求响应（demand response, DR）是需

求侧管理（demand side management, DSM）在竞争性

电力市场中的发展，DR技术的实施依托于竞争性市

场机制与灵活性市场环境。可以预见，随着售电市

场在我国电力工业的逐步放开，DSM在中国将有更

长足的发展［2］。

国家出台有关售电市场引入竞争的政策时间

不长，且DSM在我国的发展仍处于初步阶段，因而

现有文献对我国售电市场放开环境下DSM的应用

研究尚未深入剖析。现有文献［2—6］主要研究智能电

网背景下的DSM以及如何在需求侧改革的背景下

探索其新的营销策略和运行机制，但在售电市场逐

步放开所形成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和灵活性市场环

境下，对DSM带来的影响和机遇等方面讨论涉及较

少，对DSM技术如何有效推进售电市场放开进程的

探讨也存在缺失。

1 售电市场放开环境的发展历程

1.1 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格局演变

从严格意义来讲，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可以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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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 1997年初国家电力公司成

立，标志着中国电力市场化的开始，由此迈出了政

企分开的实质性步伐，政府管理部门与国家电力公

司开始理顺关系，并探索各自运作机制；第二阶段

是 2002年到 2015年，从发布《电力体制改革方案》

“5号文”到落实“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打破垄断、引

入竞争”［7］为主要目标的电力体制改革以来，在形成

以五大发电集团为主的发电侧引入竞争，建立起多

元化的电力交易主体，为开展发电侧市场竞争提供

了合理的市场主体格局；第三阶段则是从 2015年 3
月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8］“9号文”开始，主要在售电侧引入竞争，目的在

于发电侧和售电侧同时引入竞争，实现以市场机制

动态地优化资源配置，由此也标志着延宕13年的电

力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探索阶段［9］。

1.2 售电市场放开的发展现状

售电市场放开是电力体制深化改革的重点，作

为售电侧供需双方的核心枢纽，上承供给侧，下接

需求侧，在实现供需平衡的目标中举足轻重［10］。从

“9号文”中可发现，售电市场放开的本质就是改变

目前电网公司“统购包销”的售电模式，培育多元化

的售电主体，逐步放开用户侧的购电选择权，促进

各个售电主体、电力用户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最终

形成“多方买—多方卖”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和灵活

性市场环境［11］，其中市场化结构图如图1所示。

依据结构图1，从监管流、电力流、业务流3个角

度分析放开环境下的市场运行机制与市场主体环境。

（1）监管流。在售电市场放开环境下，相关机构

如市场管理委员会对发电企业、交易机构、电网企

业、售电主体及电力用户等市场主体实施全面监管。

（2）电力流。由市场化结构图可知，电力流主

要分为 2条线路：①发电企业生产电能经由电网企

业的输配网络传输给用户；②发电企业电能经由输

电网络后，通过多元化售电主体（配网运营权）的配

电网络传送给终端用户。

（3）业务流。在售电市场放开环境下，业务流

体现在以下方面：①大用户直购电，即发电主体与

大用户之间在交易机构的电力业务；②多元化售电

主体与未参与直接交易用户之间的业务联系；③售

电主体调度用户需求侧资源间的业务联系。

积极推动售电侧市场主体培育、放开用户选择

权，形成竞争有效的市场机制与灵活性市场环境，

关乎着电力市场化改革成败［12］。国际经验［13］表明，

竞争性市场机制与灵活性市场环境有助于高效实

施DSM，而在售电市场积极推行DSM将为售电市场

有序放开、电力系统经济运行、能源节约及环境保

护等带来显著的效益，两者相辅相成。

2 DSM关键技术与实施条件

2.1 DSM关键技术

目前 DSM 关键技术主要

包括负荷管理和能效管理，其

中负荷管理是指通过可中断负

荷调控、价格激励信号等负荷

调控手段改变用户用电方式，

从而达到移峰填谷、负荷整形

的目的，主要的实施方式为DR
项目。DR项目是针对DSM在

竞争性电力市场应用研究中提

炼出来的，使其完善DSM的市

场化运作机制。自动需求响应

（automated demand response,
ADR）技术是运用先进的数据

处理技术、双向通信技术、优化

决策及智能化设备等实现根据

价格激励或需求资源等信息实

时动态的调整负荷，形成实时

电价。能效管理是指通过高效

设备改造或节能设备的推广，

以提高能源效率，主要的实施

方式为能源替代、节能节电等

能效项目。在 DSM的关键技图1 售电市场开放环境下的市场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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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由于DR项目引入了市场的调节机制，无疑在

提高能效、消纳可再生能源、移峰填谷等方面的效

用是最佳的［14］。

2.2 DSM实施条件

DSM在我国实施多年，取得显著的成果，具有代

表性的是在21世纪初用电紧张时期，DSM应用政策、

技术、经济、宣传等手段，在辅助社会安定、国民经济

稳步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些传统的

DSM的手段已难以适应新市场环境，目前推行的“可

中断负荷电价、峰谷分时电价”等项目在试点省份投

入应用，大部分都是依靠政府或者电网高额补贴予

以维持。事实证明，依赖政策性补贴无法真正反映

市场的供求关系。补贴过多，导致无效的资源配置；

补贴过少，需求响应无法达到要求。在我国推行

DSM项目，由于缺乏相应的软硬件支持，方案管理、

价格发现、激励制定的可靠性和实时性都难以得到

保障。大范围推广DSM的基础是具备良性竞争的市

场机制与灵活性的市场环境，为实现自动需求相应

提供合理高效的价格机制和交易环境，而DR的双

向互通与价格联动特性是DSM参与系统运行的前

提，是实现提高能效、缓解环境危机与供需平衡等

目标的关键［15］。

3 DSM在售电市场放开环境下的展望与思考

从国际经验来看，需求侧作为售电市场建设的

重点对象，DSM的常态化实施将成为售电市场开放

环境顺利推进的关键支撑技术。此外，售电市场的

有序放开会逐渐形成完善的竞争性市场机制与灵

活性市场环境，这两大因素对于DSM项目的有效推

进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DSM是售电市场开放顺利推进的支撑技

术，是实现其建设目标的重点环节。要建立“多买

方-多卖方”的售电市场，实现市场与电力用户之间

业务流、电力流等双向信息的实时互动是关键。DR
项目作为实现双向信息互动的技术手段，通过实时

地向电力用户呈现电价信息及用电情况，不仅可有

效的地改善电力用户的节能意识，而且可通过计量

数据库，对不同用电特性进行精细化挖掘，为不同

用户制定个性化用电方案。缓解环境、能源危机，

主要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来实现。能效项目利用政

策鼓励或补贴的方式，对现有的用电设备进行能效

改造，同时制定能效标准，为能效精细化提供管理工

具。此外，DR项目可通过积极调度需求侧资源，既

有助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消纳，又可辅助市场力量

调整发电资源，促使高效机组多发满发，低效机组少

发或不发，进而逐步将低效机组剔除出市场。

（2）售电市场放开所形成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和

灵活性市场环境将为DSM的有效实施提供重要的

机制保障与市场环境。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售电市

场放开逐步推进的国家或地区，其市场准入、价格

制定、保底供电、风险评估、更换供电商、信用机制

等方面都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灵活互动

的市场环境。在放开环境下可充分利用各种能源

整合平台，将电力用户余量上网、增值服务等需求

侧资源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产

生良性供求关系的电价，进而形成健康高效的价格

机制和激励机制。此外，售电主体则可以通过设计

不同的DR项目来吸引电力用户、挖掘用户侧自身

的需求响应资源，从而获得较低的购售电成本，实

现供需平衡、买卖双赢的局面。

（3）DSM成为售电主体有力竞争的关键手段，

更加有利于促进电力市场供需平衡。在售电市场

放开环境中，公平竞争带来的购销差价空间将逐渐

缩小，售电主体之间增加市场份额的核心竞争力来

自电力资源与用户侧资源，而售电市场放开形成的

市场环境将为DSM提供更宽广的价值空间和功能

实现。研究表明，需求侧资源的利用尤为重要，不

仅可参与市场促进供需平衡，而且能够为售电主体

扩大市场份额提供保证。届时DSM不仅成为售电

主体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技术手段，而且DSM还将成

为售电主体主要的利润增长点，成为全新的盈利模

式。售电主体需要抓住机遇，利用新的市场手段积

极调动需求侧资源，实现资源动态的优化配置、促

进供需平衡。此外，通过DR项目同用户侧实现双

向信息互动，了解其不同的需求特性，积极开发多

样性增值服务，促进售电商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

以此来增加售电主体自身的市场份额，打破现有电

网企业的“新型垄断”。

4 售电市场放开环境下实施DSM 的关键步

骤与建议

从国际电力市场改革的成功案例中不难发现，

尽管各国的改革方案、政策手段有所不同，但其市

场设计环节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需求端出

发，设计、协调需求资源响应，引入DSM。由于各国

在电力消费水平、市场开放状态、环境能源现状、人

文经济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我国在售电市场放开

环境下推行DSM必须紧密结合当下的电力发展现

状，根据技术条件和政策环境，将面向售电市场放

开环境下的DSM建设分为3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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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阶段：售电市场初期深入推广DSM理念。

在需求侧通过政策激励或价格补贴大力推广高效

设备改造、节能设备更换，鼓励电力用户积极参与

售电市场DSM。此外，政府号召多元化的售电主体

积极推动智能电能表、高级量测体系等智能设备的

普及。该阶段的重点是立足于当前“电能信息采集

与业务管理系统”的智能化改造，实现电力销售各

个环节电能信息一体化采集、分析、监控、集成和综合

应用，为DSM项目的顺利推行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撑。

第2阶段：售电市场放开中期，竞争性市场机制

和市场环境逐渐形成，重视需求侧资源参与运行，

加强DSM信息系统建设，积极推进DSM平台的DR
功能和完善售后服务反馈评价机制，利用“互联

网+”、云计算技术实现对电力大数据的汇总、分析、

预测和共享。经由前期“电能信息采集与业务管理

系统”的智能化改造，逐步构建系统智能化信息双

向互动体系。通过双向信息互动，加强对用户的用

电特性分析，指导用户依据市场的实时供求关系调

整自己的用电方式，并随着辅助服务市场的发展和

完善，鼓励用户参与DR项目，允许需求侧资源参与

辅助服务市场的竞价，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经济性

和稳定性。

第3阶段：售电市场发展到完全放开，竞争性市

场机制和灵活互动市场环境愈加完善，并随着DSM
信息系统的成熟应用，智能城市、智能楼宇、智能家

居、智能微网等技术领域在智能电网的推动下，可

为ADR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软硬件支持，而动态实

时的ADR是售电市场建立现货市场的关键支撑技

术。通过现货市场的平台，类似可再生能源高比例

并网的不稳定性、消纳分布式能源发电、对冲售电

主体的市场风险、降低人工成本以及实现实时供需

平衡等一系列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5 结论

“电力短缺与电力过剩”交替出现、能源与环境

危机升级等一系列发展问题，促使售电市场放开成

为新一轮电改的核心，将全面提高能效、动态整合

需求侧资源放到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高度。其

中DSM是调控需求侧资源参与系统运行的关键技

术，而完善价格机制与竞争环境是有效实施DSM的

前提。因此，本文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通过

DSM在售电市场放开环境下的展望与思考可得出

以下结论：

（1）各国电力市场改革的改革方案、政策手段不

尽相同，但它们的市场设计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

是从需求端出发，重视需求侧资源，引入DSM。

（2）DSM的常态化实施将成为售电市场开放环

境顺利推进的关键支撑技术，售电市场放开所形成

的竞争性市场机制与灵活性市场环境将为DSM的

有效实施提供重要的机制保障，两者相辅相成。

（3）通过自动需求响应技术实现实时电价、动

态负荷调控是建设未来现货市场的关键所在，是

DSM深度参与系统运行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而现

货市场的建立对于提高能效、降低污染、对冲风险、

消纳多种类分布式发电等至关重要。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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