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맺볒쓜풴뻖뮪훐볠맜뻖컄볾

华中监能市场〔2023〕194号

맺볒쓜풴뻖뮪훐볠맜뻖맘폚펡랢ꆶ뫾놱풴췸

뫉뒢뗧솦뗷럥뢨훺럾컱쫐뎡퓋펪맦퓲ꆷ

뗄춨횪

国网华中分部，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华能、大唐、华电、

国家电投、国家能源集团湖北分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省能源集团，华润电力华中大区公司，湖北电力交

易中心，各有关市场主体：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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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配套文件精神，按照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国能

发监管规〔2021〕61号）要求，进一步完善电力调峰辅助服务

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湖北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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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促进风电、光伏、水电等清洁能源

消纳，华中能源监管局组织对《华中能源监管局关于印发<湖北

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试行）>的通知》（华中监能市

场〔2020〕87号）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湖北源网荷储电力

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单位在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局。

联系电话：027-88717613

传 真：027-88717610

附件：湖北源网荷储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

国家能源局华中监管局

2023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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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뫾놱풴췸뫉뒢뗧솦뗷럥뢨훺럾컱쫐뎡

퓋펪맦퓲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湖北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

济运行，促进风电、光伏、水电等清洁能源消纳，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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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国能发监管规〔2021〕60号)、《电

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国能发监管规〔2021〕61号)、《国家发

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

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280号）、《国家发展改

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

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发改办运行〔2022〕475号）等

有关规定制定。

第三条 电力调峰辅助服务是指为跟踪系统负荷的峰谷变

化及可再生能源出力变化，并网主体根据调度指令进行的发用

电功率调整或设备启停所提供的服务。

第四条 本规则适用于湖北省内开展的电力调峰辅助服务

交易，是指当省内基本调峰资源无法满足系统运行需要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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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调度机构提出购买需求，通过调整市场经营主体出力，满

足系统运行需要的市场化交易。启动条件为省内基本调峰资源

用尽需要调用有偿调峰资源时。包括深度调峰（填谷）交易、

启停调峰交易、削峰交易等品种。

如果出现因阻塞产生的局部调峰困难，则无需启动全网调

峰辅助服务市场，对局部参与调峰的市场主体按照“两个细则”

相应条款进行补偿。

第五条 推进现货市场与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融合发展。现货

市场试运行期间，未参与现货交易的市场主体按本规则参与调

峰辅助服务市场。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因故暂停或中止交易期间，

按照“两个细则”执行。

第六条 国家能源局华中监管局（以下简称“华中能源监管

局”）负责湖北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的监督与管理，监督本规

则的实施。

第二章 市场成员管理

第一节 市场成员定义

第七条 市场成员包括市场运营机构、电网企业和市场主

体。市场运营机构包括电力调度机构和电力交易机构。其中，

电力调度机构指湖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电力交易机构指湖北

电力交易中心。电网企业指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第八条 市场主体指调峰服务提供方和调峰服务费用分摊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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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峰服务提供方：

1.具备条件且有调节能力的火电机组。

2.容量 4兆瓦及以上，持续时间 1小时及以上并签订并网调

度协议的独立新型储能。

3.虚拟电厂，包括以独立方式参与市场的电力用户和以聚合

方式参与市场的负荷聚合商（含具备负荷调整能力的售电公

司）。独立运营的电力用户可调节负荷不小于 5兆瓦、连续调节

时间不低于 1小时；负荷聚合商可调节电力不小于 10兆瓦、连

续调节时间不低于 1小时。

（二）调峰服务费用分摊方：

1.发电企业：统调范围内并网运行的火电、水电、风电、光

伏发电、储能等企业；非统调范围内并网运行的接入电压等级

在 35kV及以上（市场初期接入电压等级以 110kV及以上为主）

的火电、水电、风电、光伏、储能等企业；外来电，包括纳入

国家计划分配的电量以及以“点对网”送电的电源等，具备条件

时将跨省跨区市场化交易电量纳入。

2.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含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等。

3.其他需要分摊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补偿费用的市场主

体。

第二节 市场成员权利义务

第九条 电力调度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一）按照规则运营和管理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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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维护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交易平台；

（三）开展市场整体及电厂、储能、虚拟电厂等市场主体

调峰辅助服务收益的计算；

（四）依据市场规则开展经过安全校核后的市场交易，按

照交易结果进行调用；

（五）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供市场交易结果、执行情况等市

场交易结算所需信息；

（六）评估市场运行状态，对市场规则提出修改意见；

（七）紧急情况下中止市场，保障电力系统安全运行；

（八）按规定报送市场相关信息;

（九）其他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责。

第十条 电力交易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一）负责市场主体的准入退出及注册管理；

（二）负责市场主体交易申报，市场初期交易申报可由电力

调度机构负责；

（三）提供电力交易结算依据及相关服务；

（四）按规定报送和披露有关市场信息；

（五）评估市场运行状态，对市场规则提出修改意见；

（六）其他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责。

第十一条 电网企业的权利和义务：

（一）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供参与辅助服务费用分摊的发电企

业上网电量（落地电量）和电力用户（含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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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量等市场交易结算所需信息；

（二）开展相关市场主体辅助服务分摊费用的计算；

（三）按时完成电费结算；

（四）按规定发布有关市场信息；

（五）评估市场运行状态，对市场规则提出修改意见；

（六）其他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责。

第十二条 市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一）按要求提供基础技术参数，并提供有资质单位出具的

电力调峰辅助服务能力测试报告；

（二）按规则参与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按电力调度机构

指令提供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其中以聚合方式参与市场的，由虚

拟电厂将市场出清结果下发至其聚合的主体并组织执行；

（三）按规则获得电力调峰辅助服务收益，并承担电力调峰

辅助服务分摊费用；

（四）根据市场出清结果签订和履行交易合同。其中以聚合

方式参与市场的，由虚拟电厂签订和履行交易合同，按照公平合

理的原则向其聚合的主体分配市场收益；

（五）负责向电力调度机构实时、准确传送市场相关运行数

据。以聚合方式参与市场的，由虚拟电厂向电力调度机构传送其

聚合资源及相关个体资源的运行信息；

（六）其他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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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市场主体的注册、信息变更与注销

第十三条 市场主体参与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实行注册承诺

制，签订入市承诺书，确保满足入市条件。

第十四条 发电企业的注册、信息变更与注销参照执行《国

家能源局华中监管局 湖北省能源局关于印发湖北省电力中长

期交易实施细则的通知》（华中监能市场〔2022〕190号）。

第十五条 独立新型储能准入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独立核算、信用良好、能

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实体，或是经法人单位授权的非独

立法人主体；新型储能运营主体应当与电力调度机构签订并网

调度协议，接入调度自动化系统可被电网监控和调度，具备电

力、电量数据分时计量与传输条件，数据准确性与可靠性满足

要求，并在电网企业完成报装立户工作，符合并网标准并验收

合格。

（二）新型储能注册时需提供：

1.工商信息：主要包括企业名称、简称、类型、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同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可重复注册）、组织机构代码、

税务登记证号、住所、注册资本、成立日期、营业期限、经营

范围，营业执照扫描件；

2.法定代表人信息：主要包括证件类型、法定代表人姓名及

证件号码；

3.银行开户信息：主要包括开户银行、开户名称、开户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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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联系信息：主要包括通讯地址、地理区域、邮编、联系人

姓名、手机号、办公电话、邮箱；

5.投资主体关系和实际控制关系信息、股权占比信息；

6.电站（机组）信息：电站基本信息：所属地市、调度名称、

调度对应关系、储能单元名称、装机容量、电站类型、储能类

型、隶属集团、商业性质、电站状态、首次并网时间、接入电

压等级等；电站参数：额定充电功率、最大调节容量、最大充

放电功率、最大持续充放电时间、充放电爬坡速率、额定放电

功率、最大上下调节功率、最大上下调节速率等；用电单元编

号、发电单元编号、关口计量点名称等；并网调度协议、购售

电合同、政府核准（备案）文件等。

第十六条 新型储能运营主体首次参与市场申报时，需提前

申报基础信息，包括：功率调节速率（兆瓦/分钟），可提供调峰

辅助服务的时间范围（小时），参与调峰辅助服务交易对应的调

峰需求响应准备时间（分钟），以及充放电容量（兆瓦），转换

效率，最大充放电功率（兆瓦），日最大充放电次数等。

第十七条 虚拟电厂的注册准入、注册流程与注册变更要求

如下：

（一）注册准入

虚拟电厂运营主体满足市场准入要求、自愿参与电力调峰

辅助服务市场的，可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交虚拟电厂运营主体注

册申请。注册准入要求如下：参加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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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电厂运营主体应为具备法人资格、财务独立核算、信用良好、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实体。经法人单位授权的内部核

算市场主体，可参与相应市场交易；建设自有监控平台，具备

负荷预测、发用电计划管理、资金结算等功能；具备电力、电

量数据分时计量与传输条件，数据准确性与可靠性满足要求，

能够将实时量测数据上传至电力调度机构且提供性能检测报

告；资产、人员、场地等条件同售电公司注册标准。

（二）注册流程

虚拟电厂运营主体在电力交易机构办理注册前，应首先通

过电力调度机构技术测试，完成上述流程后，签署入市承诺书，

提交电力交易机构进行材料完整性核验。具体注册流程如下：

1.虚拟电厂运营主体向电力调度机构提交技术测试申请，电

力调度机构15个工作日内完成虚拟电厂运营主体接入技术测试

（测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延时性、可靠性），

且经与营销用采系统数据校核后，出具测试结果意见，将相关

信息同步推送至交易平台；

2.虚拟电厂运营主体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交注册申请材料（纸

质版、电子版）后，电力交易机构 10个工作日内完成虚拟电厂

运营主体注册资料完整性核验；

3.电力交易机构负责汇总已通过技术测试、注册核验的虚拟

电厂运营主体，并将虚拟电厂运营主体的基础信息、材料和承

诺书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后，该虚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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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运营主体可正式纳入辅助服务市场主体目录，具备参与辅助

服务市场资格。公示信息同步推送至调度、营销平台。

（三）注册变更

虚拟电厂运营主体注册信息变更时，需向辅助服务市场运

营机构提交增容/更改申请，审核通过后配合完成调节能力认证、

电力调度机构系统数据更新及技术测试等工作。认证通过且测

试合格后，方可完成增容/更改工作。变更情况包含但不限于如

下几种：

1.虚拟电厂运营主体公司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

人和授权代理人等重大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向市场运营机构申请

注册信息变更；

2.虚拟电厂运营主体可调节负荷容量、调节能力等发生变化

时，应向电力调度机构、电网企业营销部门提交增容/更改申请，

审核通过后配合完成调节能力认证、电力调度机构系统数据更

新及技术测试等工作，认证通过且测试合格后，持测试结果向

电力交易机构申请注册信息变更。

虚拟电厂运营主体发生上述重大信息变化的，经电力交易

机构完整性核验后，需再次予以承诺、公示，公示期为 3天。

第十八条 虚拟电厂运营主体首次参与市场申报时，需提前

申报自身所代理可调节资源基础台账信息，包括：功率调节速

率（兆瓦/分钟），可提供调峰辅助服务的时间范围（小时），可

调节容量（兆瓦），最大可调节容量（兆瓦），参与调峰辅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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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交易对应的调峰需求响应准备时间（分钟）等。

第十九条 市场主体退出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应当提前向电

力交易机构提出退市申请，履行或处理完交易合同有关事项后，

经电力交易机构和电力调度机构许可予以退市。虚拟电厂运营

主体进入市场后参与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行至少 6个自然

月，如需退出市场的，应至少提前 30个工作日书面通知负责市

场运营的电力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妥善处理交易相关事

宜并结清参与市场产生的费用，按合同约定补偿有关方面损失，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售电公司管理办

法>的通知》（发改体改规〔2021〕1595号）等相关规定退出市

场。

第三章 深度调峰（填谷）交易

第一节 基本定义与原则

第二十条 深度调峰（填谷）交易是指电力调度机构在日前

或日内进行负荷预测和负备用计算时，当抽水蓄能机组等省内

基本调峰资源调峰能力用尽且平衡结论负备用小于裕度值，需

要将一台及以上并网燃煤机组出力降至有偿调峰基准值以下或

需要新型储能进行充电、虚拟电厂增加用电为标的的交易。

燃煤机组负荷率大于或等于其额定容量的 50%的调峰辅助

服务属于市场主体应承担的基本义务，由电力调度机构根据系

统运行需要进行无偿调用。

深度调峰（填谷）交易卖方为市场主体中的燃煤机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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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型储能和虚拟电厂，买方为市场主体中的发电企业和参与

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

第二节 申报与出清

第二十一条 深度调峰（填谷）交易采用“日前申报，集中

竞价，边际出清”的交易机制，组织燃煤机组、新型储能、虚拟

电厂同台竞价，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依次出清。报

价和时间都相同时，按照虚拟电厂、新型储能、燃煤机组的顺

序依次出清。

第二十二条 参与深度调峰交易报价的燃煤机组在有偿调

峰基准的基础上，按照下调容量比率形式分档报价。机组以 10%

容量作为一个报价档位，由第一档至第三档按照价格递增的原

则逐段申报。机组可达到的最大下调能力须与报价信息同时申

报。市场初期，对每档申报价格设置价格上限，并根据市场运

行情况进行调整，必要时对每档申报价格设置价格下限。深度

调峰报价上限表见附件 1《调峰市场信息申报与报价上限表》。

新型储能参与填谷交易申报时，需申报次日或多日全天 96

点可提供填谷辅助服务的充电功率（兆瓦）和 96点填谷辅助服

务价格（元/兆瓦时）。市场初期，对新型储能运营主体的市场申

报价格设立最高限价，后期根据市场运行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新型储能信息申报表及报价上限见附件 1《调峰市场信息申报与

报价上限表》。

虚拟电厂运营主体参与填谷交易申报时，需申报次日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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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全天 96点可提供填谷辅助服务的可调节容量（兆瓦）和 96

点填谷辅助服务价格（元/兆瓦时）。市场初期，对虚拟电厂运营

主体市场申报价格设立最高限价，后期根据市场运行情况适时

进行调整。虚拟电厂信息申报表及报价上限见附件 1《调峰市场

信息申报与报价上限表》。

第二十三条 深度调峰（填谷）交易申报完成后，电力调度

机构通过技术支持系统，结合负荷预测、开机方式、可再生能

源消纳等电网运行情况，按照卖方报价从低到高的顺序经安全

校核后进行日前出清。

第二十四条 电力调度机构依据深度调峰（填谷）交易日前

出清结果制定市场主体日前调度计划，并按出清顺序形成系统

各时段深度调峰（填谷）调用序列。

日内依据系统实际运行需要，对调用序列内各类主体依次

调用。当日内系统实际深度调峰（填谷）需求大于（或小于）

日前出清结果时，按照卖方报价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的顺

序依次调用（或停止调用）。现阶段，虚拟电厂和新型储能的日

前深度调峰（填谷）交易结果原则上日内物理执行，作为日内

深度调峰市场的边界；燃煤机组日前深度调峰交易结果作为次

日运行参考，实际执行以日内深度调峰交易结果为准。

第三节 服务费与分摊

第二十五条 各市场主体在深度调峰（填谷）对应时段有效

调节能力认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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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燃煤机组深度调峰的有效调节能力为该时段机组有

偿调峰基准功率发电量与实际发电量之差。

（二）新型储能填谷的有效调节能力由市场主体实际调节

功率与其响应电网调节偏差情况共同确定。实际调节功率与调

控目标功率偏差需控制在±2%范围以内。具体计算方式见附件 2

《有效调节功率计算方式》。

（三）虚拟电厂填谷的市场主体执行响应效果由各时段有

效调节功率衡量，并作为结算依据，有效调节功率由市场主体

实际调节功率与其响应电网调节偏差情况共同确定。其中，实

际调节功率为基准功率与实际用电功率之间的差值，电网对市

场主体指定时段的调控目标功率为其在该时段基准功率计划填

谷后的功率，市场主体实际用电功率与调控目标功率偏差需控

制在±20%范围以内。具体公式见附件 2《有效调节功率计算方

式》。

第二十六条 各市场主体在深度调峰（填谷）对应时段交易

费用计算方式如下：

（一）燃煤机组深度调峰交易费用等于深度调峰调节系数、

深度调峰电量和对应档位的边际出清价格的乘积。

（二）新型储能填谷交易费用等于新型储能调节系数、调

节贡献量和边际出清价格的乘积，若边际出清价格高于新型储

能填谷报价上限，则按新型储能填谷报价上限计算。已中标新

型储能运营主体某一时段的调节贡献量按有效调节功率乘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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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计算。

（三）虚拟电厂填谷交易费用等于虚拟电厂调节系数、调

节贡献量和边际出清价格的乘积，若边际出清价格高于虚拟电

厂填谷报价上限，则按虚拟电厂填谷报价上限计算。已中标虚

拟电厂运营主体某一时段的调节贡献量按有效调节功率乘以时

间计算。

具体公式见附件 3《交易费用计算》。

第二十七条 单位计费周期内，深度调峰（填谷）辅助服务

交易费用为各品种交易费用合计，计算公式如下：

深度调峰（填谷）交易费用=燃煤机组深度调峰交易费用+

新型储能填谷交易费用+虚拟电厂填谷交易费用。

第二十八条 市场初期，深度调峰（填谷）交易费用由发电

侧进行分摊，待国家政策明确后，逐步引入用户侧共同分摊。

第二十九条 发电侧深度调峰（填谷）费用分摊计算方式见

附件 4《发电侧分摊计算》。

第三十条 独立新型储能、虚拟电厂在结算时段内按综合上

网电量参与发电侧辅助服务费用分摊。

第四节 偏差处理

第三十一条 对由于开、停机，非停或自身原因影响出力至

有偿调峰基准以下的机组，不视为提供深度调峰辅助服务，电

力调度机构和市场主体应将原因详细记录备查。新型储能与调

峰市场出清结果无关的自行充放电行为不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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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各市场主体在深度调峰（填谷）交易中的偏差

处理如下：储能和虚拟电厂参与深度调峰交易的执行偏差，暂

不另行设置交易违约金，具体计算方法见附件 2《有效调节功率

计算方式》。虚拟电厂试验调试过程中出现的电量偏差，不予计

算。

第五节 组织流程

第三十三条 各市场主体于每日 09:30前通过市场技术支持

系统提交次日或多日深度调峰（填谷）能力及对应报价。电力

调度机构根据电网运行需要开展日前发电计划编制并组织日前

深度调峰（填谷）交易出清，出清结果于每日 11:30前向市场主

体发布。电力调度机构可根据工作需要开展多日的日前深度调

峰（填谷）交易。

第三十四条 原则上日内按日前调度计划调用虚拟电厂和

新型储能。电力调度机构在日内对系统负荷进行预测，在预测

所有燃煤机组无偿调峰能力用尽的情况下，系统负备用仍不满

足裕度时，按照交易规则开展日内深度调峰交易，调用燃煤机

组进行深度调峰。

第四章 启停调峰交易

第一节 基本定义与原则

第三十五条 启停调峰交易指在启动燃煤机组深度调峰后，

全网负备用仍小于裕度值时，需要在网机组在 24小时内完成由

运行到整个调峰市场运行时段停备再启动并网的状态切换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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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服务为标的的交易。对于在调峰市场运行时段内启动的机组

不予补偿。启停调峰中标电厂在规定时间内启动并网于同一电

压等级、相同容量等级的其它机组，且停运机组保持正常备用

状态，可视为一次启停调峰交易。

启停调峰交易卖方为市场主体中的燃煤、燃气机组，买方

为市场主体中的发电企业和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含电

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

第二节 申报与出清

第三十六条 启停调峰交易采用“日前报价，按需调用，按

报价结算”的交易机制，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依次出

清。根据出清结果，机组启停调峰交易结果日前纳入调度预计

划，日内根据电网调峰需要按先深度调峰后启停调峰的原则，

依据主体报价排序依次调用。日内实际调用到的发电机组的报

价为其结算价格。

第三十七条 按照机组相应的启停调峰服务报价区间浮动

报价。启停调峰报价上限表见附件 1《调峰市场信息申报与报价

上限表》。

第三十八条 电力调度机构根据负荷预测、开机方式、可再

生能源消纳等电网运行情况确定所需的启停调峰容量需求，按

照机组报价从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日前或日内调用（优先出清与

所需启停调峰容量最接近的机组额定容量等级内的机组，报价

相同优先调用额定容量大的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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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服务费与分摊

第三十九条 机组在启停调峰对应时段有效调节能力为该

时段停机机组容量。

第四十条 启停调峰服务费用等于启停调峰调节系数、启停

机组容量和出清价格的乘积，出清价格指实际调用的启停机组

自身报价，按台次结算，月清月结。

第四十一条 具备条件前，启停调峰交易费由发电侧进行分

摊，待国家政策明确后，逐步引入用户侧共同分摊。

第四十二条 发电侧启停调峰交易费用分摊计算方式见附

件 4《发电侧分摊计算》。

第四十三条 独立新型储能、虚拟电厂在结算时段内按综合

上网电量参与发电侧辅助服务费用分摊。

第四节 组织流程

第四十四条 各市场主体于每日 09:30前通过市场技术支持

系统提交次日或多日启停调峰交易申报信息。电力调度机构于

每日 11:30前公布启停调峰中标结果。

第四十五条 电力调度机构在日内根据系统运行需要和市

场规则开展启停调峰机组调用。

第五章 削峰交易

第一节 基本定义与原则

第四十六条 削峰交易是指电力调度机构在日前或日内进

行负荷预测和正备用计算时，当平衡结论正备用小于裕度值，



— 20 —

需要调用虚拟电厂减少用电为标的的交易。

削峰交易卖方为市场主体中的虚拟电厂，买方为市场主体

中的发电企业和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含电网企业代理

购电用户）。

第二节 申报与出清

第四十七条 削峰市场按照重点保供时期(每年的 1、7、8、

12月及其它重要保电时期)和非重点保供时期分别执行上限限

价。

第四十八条 虚拟电厂削峰交易申报时，按照全天 96点格

式申报次日（或多日）可提供削峰方向调峰辅助服务的可调节

容量（兆瓦），同时申报 96点削峰方向调峰辅助服务价格（元/

兆瓦时）。市场初期，对虚拟电厂运营主体市场申报价格设立最

高限价，后期根据市场运行情况适时进行调整。虚拟电厂信息

申报表及报价上限见附件 1《调峰市场信息申报与报价上限表》。

第四十九条 削峰交易申报完成后，将虚拟电厂削峰交易中

市场主体申报的削峰容量和对应报价，分时段进行价格由低到

高排序，依据电力调度机构在日前或日内预测的系统削峰需求

按照统一边际价格出清。市场主体申报容量相等时，按申报时

间先后顺序依次出清。

第五十条 电力调度机构依据削峰交易日前出清结果制定

虚拟电厂的日前计划曲线，原则上日内按照日前计划曲线安排

虚拟电厂的调度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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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服务费与分摊

第五十一条 有效调节功率由市场主体实际调节功率与其

响应电网调节偏差情况共同确定。其中，实际调节功率为基准

功率与实际用电功率之间的差值，电网对市场主体指定时段的

调控目标功率为其在该时段基准功率计划削峰后的功率，市场

主体实际用电功率与调控目标功率偏差需控制在±20%范围以

内。具体公式见附件 2《有效调节功率计算方式》。

第五十二条 虚拟电厂在削峰对应时段交易费用等于虚拟

电厂调节系数、调节贡献量和边际出清价格的乘积，若边际出

清价格高于虚拟电厂削峰报价上限，则按虚拟电厂削峰报价上

限计算。已中标虚拟电厂运营主体某一时段的调节贡献量按有

效调节功率乘以时间计算。具体公式见附件 3《交易费用计算》。

第五十三条 削峰交易费原则上由用户侧进行分摊，待国家

政策明确后执行。

第五十四条 虚拟电厂参与削峰交易的有效调节功率计算

详见附件 2《有效调节功率计算方式》。

第四节 组织流程

第五十五条 各市场主体于每日 09:30前通过市场技术支持

系统提交次日削峰交易市场信息申报。电力调度机构于每日

11:30前公布日前出清结果，并编制虚拟电厂和新型储能日前调

用计划。

第五十六条 原则上日内按日前调度计划调用虚拟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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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计量与结算

第五十七条 电力调度机构按照调度管辖范围记录所辖并

网主体辅助服务交易、调用和结算等情况。辅助服务计量的依

据为：电力调度指令、能量管理系统（D5000）、电能量采集计

费系统（TMR）和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电量数据等。

第五十八条 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交易结果每月公示，无

异议后进行结算。

电力调度机构在每月10日前将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交易

结果和执行结果推送至电力交易机构。电网企业在每月 10日前

将参与调峰辅助服务费用分摊的发电企业上网电量（落地电量）

和电力用户（含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用电量推送至电力交

易机构。电力交易机构在每月 15日前完成发电侧总体分摊费用

的计算，用户侧参与分摊后，同步完成用户侧总体分摊费用的

计算。

电网企业、电力交易机构根据结算关系在每月 18日前完成

相关市场主体分摊费用的计算，并通过信息披露平台公示，公

示期 3个工作日。市场主体对公示结算结果有异议的，应在公

示期内提出复核，逾期不予核对清算。电网企业、电力交易机

构在接到问询后的 3个工作日内，应进行核实并予以答复。

第五十九条 调峰结算费用包括交易费和分摊费，应在电费

结算单（结算依据）上单列，市场主体按电费结算单（结算依

据）结算费用。对于非省级电力交易机构结算的市场主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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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交易机构向其直接结算的交易中心提供相关结算数据。

第六十条 辅助服务补偿（分摊）费用按照日清月结的方式

随月度电费一并结算。

第七章 信息发布

第六十一条 电力调度机构和电力交易机构应通过电力交

易平台等相关渠道，向所有市场主体披露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相

关信息。调峰辅助市场信息按时间尺度分为日信息、月度信息，

内容应体现所有市场主体的调峰服务结算情况，包含且不限于

结算对象、时段、电力、电量、价格、费用等信息。

第六十二条 日信息分为事前信息和事后信息。事前信息由

电力调度机构在组织交易前披露，事后信息由电力调度机构在

下一个工作日 17时前披露。各市场主体如对日信息有异议，应

于第二个工作日的 17时前向电力调度机构提出核对要求。电力

调度机构于第三个工作日 17时前发布确认后的统计结果。

第六十三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在每月 10日前发布上月市场

月度信息。各市场主体如有异议，应于每月 11日前向电力调度

机构提出核对要求。电力调度机构于每月 12日前发布确认后的

统计结果，若市场主体仍有异议的可提出申诉。

第六十四条 电力交易机构负责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向市场

主体披露相关信息。电力调度机构应及时向电力交易机构推送

相关信息。电力调度机构负责通过厂网交互平台向市场主体披

露相关信息。



— 24 —

第八章 市场监管

第六十五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将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技

术支持系统接入监管信息系统。

第六十六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按照“谁运营、谁防范，谁运

营、谁监控”的原则，采取有效风险防控措施，加强对市场运营

情况的监控分析。主要包括：市场主体的集中度和行使市场力

情况；不正当竞争、串通报价和违规交易行为；市场履约等信

用情况等。

第六十七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于每月 25日前将上月调峰辅

助服务市场分析报告报华中能源监管局。市场分析报告内容包

含且不限于：市场报价和运行情况；市场成员执行市场运营规

则情况；市场主体在市场中份额占比等市场结构化指标情况；

网络阻塞情况；非正常报价等市场异常事件；市场风险防控措

施和风险评估情况；市场运营规则修订建议等。

第六十八条 电力调度机构每半年进行一次市场评估，根据

调峰市场成交和运行情况，对市场限价等参数提出调整建议，

经市场管委会审议通过，报华中能源监管局备案后执行，实现

动态价格优化。

第六十九条 发生以下情况时，电力调度机构可在华中能源

监管局授权下对市场进行临时干预：

（一）市场主体滥用市场力、串谋及其它违规违约等情况

导致市场秩序受到严重扰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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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技术支持系统或电力交易平台（包括但不限于

报价系统、日前计划系统、日内计划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市

场交易无法正常进行时；

（三）因电网故障、负荷突变或电网运行方式发生变化，

导致市场交易无法正常进行时；

（四）市场运营规则不适应电力市场交易需要，必须进行

重大修改时；

（五）市场发生其它严重异常情况时。

第七十条 市场干预的主要手段包含且不限于：调整市场限

价；调整市场准入和退出规则；暂停市场交易，待处理和解决

问题后重新启动。

第七十一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当如实记录干预实施原因、范

围、起止时间、对象、手段、结果和影响等，及时向市场主体

披露，并向华中能源监管局报告。

第七十二条 因电力调峰辅助服务交易、调用、执行及结算

等情况存在争议的，市场成员应协商解决。协商无法达成一致

时，提出争议方应在争议发生后 30天内向华中能源监管局提出

书面申请，由华中能源监管局依法依规协调处理。

第九章 附则

第七十三条 本规则由华中能源监管局负责解释。

第七十四条 本规则自 2024年 2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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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뗷럥쫐뎡탅쾢짪놨폫놨볛짏쿞뇭

深度调峰：

深度调峰报价上限表

报价档位 燃煤机组负荷率
申报价格上限M（元/兆

瓦时）

第一档 [40%,50%) M1=200

第二档 [30%,40%) M2=300

第三档 30%以下 M3=400

启停调峰：

启停调峰报价上限表

机组类别 申报价格上限M（元/兆瓦）

燃煤机组 M4=2500

燃气机组 M5=200

新型储能：

新型储能信息申报表

辅助服务类型 功率（兆瓦） 申报价格（元/兆瓦时）

填谷(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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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储能报价上限表

辅助服务类

型
申报价格上限（元/兆瓦时）

独立储能填谷 M6=200

虚拟电厂：

虚拟电厂信息申报表

辅助服务类型 可调节容量（兆瓦） 申报价格（元/兆瓦时）
削峰

填谷

虚拟电厂报价上限表

辅助服务类型
申报价格上限（元/兆瓦时）

非保供时期 保供时期

削峰 M7=1000 M8=2000

填谷 M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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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폐킧뗷뷚릦싊볆쯣랽쪽

一、新型储能

新型储能填谷有效调节功率由市场主体实际调节功率与其响

应电网调节偏差情况共同确定。实际调节功率与调控目标功率偏

差需控制在±2%范围以内。

1.新型储能参与填谷交易时，有效调节功率为符合偏差要求

的实际充电功率。具体公式如下：

*
*

*

*

0.8 , 102%

, 98% 102%

0.8 , 98%

i
i

i

i
i i

i

i
i

i

P
P

P
P

P P
P

P
P

P





   


 


充电
充电

充电

充电
填谷 充电

充电

充电
充电

充电

iP充电：第 i个响应时段的实际充电功率，单位为兆瓦；
*
iP充电 ：第 i个响应时段的调控目标功率，等同于新型储能的

目标充电功率，单位为兆瓦。

二、虚拟电厂

市场主体执行响应效果由各时段有效调节功率衡量，并作为

结算依据，有效调节功率由市场主体实际调节功率与其响应电网

调节偏差情况共同确定。其中，实际调节功率为基准功率与实际

用电功率之间的差值，电网对市场主体指定时段的调控目标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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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在该时段基准功率计划削峰或深度调峰后的功率，市场主体

实际用电功率与调控目标功率偏差需控制在±20%范围以内。有效

调节功率的认定分为削峰、填谷两种情况：

1.虚拟电厂参与削峰交易，即 Pi＜Pi0时，有效调节功率计算

如下：

0
*

0

0
0 *

0

* 0
0 *

0

0 , 80%

, 80% 120%

1.2 ( ) , 120%

i i

i i

i i
i ii

i i

i i
i i

i i

P P
P P
P PP P P
P P

P PP P
P P

 
 

 
     

 
  



削峰

Pi:第 i个响应时段的实际用电功率，单位为兆瓦；

Pi0:第 i个响应时段的基准功率，单位为兆瓦；

△Pi 削峰:第 i个响应时段的有效调节功率，单位为兆瓦；

*
iP :第 i个响应时段的调控目标功率，单位为兆瓦。

2.虚拟电厂参与填谷交易，即 Pi>Pi0时，有效调节功率计算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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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0
0 *

0

* 0
0 *

0

0 , 80%

, 80% 120%

1.2 ( ) , 120%

i i

i i

i i
i ii

i i

i i
i i

i i

P P
P P
P PP P P
P P

P PP P
P P

 
 

 
     

 
  



填谷

0
*

0

0
0 *

0

* 0
0 *

0

0 , 80%

, 80% 120%

1.2 ( ) , 120%

i i

i i

i i
i ii

i i

i i
i i

i i

P P
P P
P PP P P
P P

P PP P
P P

 
 

 
     

 
  



填谷

Pi:第 i个响应时段的实际用电 Pi:第 i个响应时段的实际用电

功率，单位为兆瓦；

Pi0:第 i个响应时段的基准功率，单位为兆瓦；

iP 填谷：第 i个响应时段的有效调节功率，单位为兆瓦；
*
iP :第 i个响应时段的调控目标功率，单位为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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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붻틗럑폃볆쯣

一、深度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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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调峰交易费用为各档位深度调峰电量乘以对应档位的边

际出清价格，具体公式如下：

j jR K C f  深 深 深 深（ ）

R 深 ：深度调峰燃煤机组每日响应调节收益，单位为元；

K深：深度调峰调节系数，暂取值 1；

jC深 ：深度调峰第 j档深度调峰电量，单位为兆瓦时；

jf深 ：深度调峰第 j档边际出清价格，单位为元/兆瓦时。

二、启停调峰

启停调峰交易费用为启停机组容量乘以启停出清价格，具体

公式如下：

R K P f  
启停 启停 启停 启停

R
启停：启停机组每日响应调节收益，单位为元；

K
启停：启停调峰调节系数，暂取值 1；

P
启停：启停机组容量，单位为兆瓦；

f
启停：启停调峰出清价格，单位为元/兆瓦。

三、新型储能

已中标新型储能运营主体某一时段的调节贡献量按有效调节

功率乘以时间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小时储储 25.0 ii PC

iC储 ：第 i个响应时段的新型储能调节贡献量，单位为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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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iP储 ：第 i个响应时段的有效调节功率，单位为兆瓦。

新型储能交易费用为调节贡献量乘以出清价格，具体公式如

下：

i iR K C f  储 储 储 储（ ）

K储：新型储能调节系数，暂取值 1；

R储：新型储能响应调节收益，单位为元；

if储 ：第 i个响应时段的新型储能出清价格，单位为元/兆瓦

时。

四、虚拟电厂

已中标虚拟电厂运营主体某一时段的调节贡献量按有效调

节功率乘以时间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小时虚虚 25.0 ii PC

iC
虚 ：第 i个响应时段的虚拟电厂调节贡献量，单位为兆瓦时；

iP虚 ：第 i个响应时段的有效调节功率，单位为兆瓦。

虚拟电厂交易费用为调节贡献量与边际出清价格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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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R K C f  虚 虚 虚 虚

K
虚：虚拟电厂调节系数，暂取值 1；

R
虚：虚拟电厂响应调节收益，单位为元；

if虚 ：第 i个响应时段的虚拟电厂出清价格，单位为元/兆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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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랢뗧닠럖첯볆쯣

（一）燃煤机组深度调峰、虚拟电厂填谷及启停调峰时

1. 火电机组分摊方法：参与分摊的火电机组根据调峰交易时

段内实际负荷率的不同，分三档依次加大分摊比重，进行“阶梯式”

分摊。分摊金额按照以下方式计算：

  谷段调峰交易费用
外来电光风水修正火发电量

火电修正发电量火电厂调峰分摊费用 



 储

火电机组修正发电量=∑（第 i档实际发电电量×第 i档修正系

数 ki）

其中，火电机组发电量按不同负荷率区间进行分档，负荷率

不高于有偿调峰基准部分不参与分摊，负荷率高于有偿调峰基准

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分档：

修正档位 火电机组负荷率区间 修正系数

第一档 (40%,50%] N1=0.5

第二档 (50%,60%] N2=1

第三档 (60%,70%] N3=2

第四档 （70%，100%] N4=3

2. 水电厂、风电场、光伏电站、储能电站分摊方法：参与分

摊的水电厂、风电场、光伏电站、储能电站根据调峰交易时段内

发电量比例进行分摊。分摊金额按照以下方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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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段调峰交易费用
外来电光风水修正火发电量

水电发电量水电厂调峰分摊费用 



 储

  谷段调峰交易费用
外来电光风水修正火发电量

风电发电量风电场调峰分摊费用 



 储

  谷段调峰交易费用
外来电光风水修正火发电量

光伏发电量光伏电站调峰分摊费用 



 储

  谷段调峰交易费用
外来电光风水修正火发电量

储能发电量储能电站调峰分摊费用 



 储

3. 外来电分摊方法：参与分摊的外来电根据调峰交易时段内

落地电量比例进行分摊。分摊金额按照以下方式计算：

  谷段调峰交易费用
外来电光风水修正火发电量

外来电落地电量外来电调峰分摊费用 



 储

（二）新型储能填谷时

风电场、光伏电站分摊方法：参与分摊的风电场、光伏电站

根据调峰交易时段内发电量比例进行分摊。分摊金额按照以下方

式计算：

新型储能填谷交易费
光风发电量

风电发电量
风电场调峰分摊费用 




  )(

新型储能填谷交易费
光风发电量

光伏发电量
光伏电站调峰分摊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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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믹ힼ릦싊

基准功率曲线采取“市场主体申报，调度中心核定”的方式确

定。虚拟电厂运营主体参照 GB/T 37016-2018《电力用户需求响

应节约电力测量与验证技术要求》计算基准功率曲线。

（一）采用日期匹配法计算虚拟电厂运营主体基准功率曲线；

（二）典型日的确定分两种情况：

1.调峰服务响应发生在工作日，选取调峰服务响应日前 7天，

其中需剔除非工作日、电力中断及虚拟电厂运营主体参与调峰服

务响应日，剔除后不足 7天的部分向前顺序选取，应补足 7天，

从上述 7天中再剔除虚拟电厂运营主体日最大负荷最大、最小的

两天，剩余 5天称作典型日。

2.调峰服务响应发生在非工作日，选取调峰服务响应日前最

近的 3个非工作日为典型日，其中需剔除电力中断及虚拟电厂运

营主体参与调峰服务响应日，剔除后不足 3天的部分向前顺序选

取，应补足 3天。

（三）基准功率计算步骤：

1.取典型日可调节资源 96点负荷数据；

2.求不同典型日可调节资源 96点负荷数据的平均值。

（四）市场运营机构根据市场运行情况依据相关技术规范对

基准功率取值计算方式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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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쾵쫽뇭

系数 物理意义 取值

K 深 深度调峰调节系数 1

K 启停 启停调峰调节系数 1

K 储 新型储能调节系数 1

K 虚 虚拟电厂调节系数 1

M1 燃煤机组深度调峰第一档申报价格上限 200

M2 燃煤机组深度调峰第二档申报价格上限 300

M3 燃煤机组深度调峰第三档申报价格上限 400

M4 燃煤机组启停调峰申报价格上限 2500

M5 燃气机组启停调峰申报价格上限 200

M6 独立储能填谷调峰申报价格上限 200

M7 虚拟电厂削峰非保供时期申报价格上限 1000

M8 虚拟电厂削峰保供时期申报价格上限 2000

M9 虚拟电厂填谷调峰申报价格上限 400

N1 深度调峰火电机组发电量第一档修正系数 0.5

N2 深度调峰火电机组发电量第二档修正系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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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深度调峰火电机组发电量第三档修正系数 2

N4 深度调峰火电机组发电量第四档修正系数 3

抄送：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湖北省发展改革委，湖北省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华中监管局综合处 2023年 12月 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