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ower reform in Japan, 
the trading volume of the spot market increased considerably, 
and the market structure gradually improved. The power 
reform in Japan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China’s spot 
market construction. In this study, we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rules of the Japanese spot 
market, including the day-ahead market, intraday market, and 
equilibrium mechanism. We herein also analyze the changing 
trends of market subjects, market prices, and trading volume 
after the reform and subsequently summarize the problems in 
the reform process and solutions. Finally, we put forward the 
enlightenment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lectricity market.

Keywords: Japanese electricity market; spot market; day-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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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启动以后，现货市场的交

易量大幅提升，市场结构也逐渐完善，对中国电力现货市场

建设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深入分析日本电力现货市场的结构

和运行规律，包括日前市场、日内市场和平衡机制。对改革

后市场主体、市场价格、交易量等进行逐年变化趋势分析。

总结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日本的解决方式，最后提出对

中国电力市场建设的启示和建议。

关键词：日本电力市场；现货市场；日前市场；日内市场；

平衡机制

0	 引言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

发〔2015〕9号）》印发以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和

发展，中国电力市场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各省中长

期交易试点顺利展开，电力现货交易市场8处试点平稳

推进，基本形成了以中长期交易为主体、现货交易为

辅助的多元化电力市场体系。2019年9—10月，第一批

8个省级现货市场试点省份均开展电力现货市场连续结

算试运行。从结算试运行的情况来看，试点还存在市

场设计不完善、交易品种之间不衔接的问题[1-4]。

日本的电力市场结构和改革历程与中国有一定的

相似之处，均是在保持输配一体的前提下，在发、售

两端引入竞争机制。2011年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

以后，日本重新启动了电力体制改革[5-7]。

改革初期，日本的电力现货市场交易量不多，国

内相关研究重心主要放在日本售电侧改革上[8-9]，对日

本现货市场研究较少。但随着电改的逐渐深入，日本

电力现货市场的交易主体和交易量均大幅上升，市场

结构逐渐优化完善。本文在深入分析日本电力现货市

场模式的基础上，分析日本实施电力体制改革后现货

交易市场的运行情况，提出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式，

并从中总结提炼出对中国电力市场建设的启示和建议。

1	 日本电源结构及电力工业基本情况

1.1  日本电源结构

截至2020年4月，日本的总发电装机容量为306.7 
GW，其中包括52.0%的火电（煤炭15.0%，天然气27.3%，

石油9.7%），10.8%的核电，16.0%的水电和21.1%的可再

生能源（不含水电），如图1所示。2011年以来，日本核

电装机容量逐渐减少，天然气发电占主要位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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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本电力工业基本情况 

日本的十大区域电力公司分别垄断经营十个对

应的区域电力市场，长期以发输配售一体化方式运

作。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通过引入独立发电企业

（IPP）、成立特定规模电力企业（PPS）、逐步放开大

用户选择权等方式，逐渐引入竞争机制。2011年福岛

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后，日本启动了新一轮电改。根

据改革方案，2015年，日本建立了广域系统运行协调

机构（OCCTO），旨在促进电力的跨区域流动。2016
年，日本电力零售市场全面放开。2020年，日本十大

电力公司电网环节将实现相对独立[11-12]。

1.3  新一轮电改后日本电力市场建设进展

日本电力市场在设计阶段参考了欧洲模式[13-14]，

大部分的电能量交易以中长期物理合约形式确定，并

且大多是发售一体化企业内部交易。现货市场不考虑

区域内阻塞，仅考虑跨区联络线的容量限制，采用分

区电价模式，平衡管理中引入了平衡组模式，这些都

与欧洲高度一致，区别在于日本计划建设的平衡市场

包括一、二、三次调频，而欧洲一般分为平衡市场和

辅助服务市场。而且日本根据自身发电领域垄断严重

的实际情况设立了基荷市场，在现货市场引入gross 
bidding等机制，要求十大电力公司将内部电力在市场

上公开交易。而美国PJM式的全电量竞争模式在出清

时考虑电网阻塞，采用节点边际电价，中长期交易一

般采用金融合约模式。

在改革之前，日本电力交易中心（JPEX）[15]组织

的批发市场只起到余缺调剂的作用。交易品种和交易

量都较小，主要包括现货市场、远期市场、分散式绿

色交易市场等部分。随着日本电改力度加大，现货市

场的交易量也大大提升。近年来，日本已逐步建立了

期货市场、基荷市场、非化石价值市场等单独的市场，

未来还将建立包含辅助服务的平衡市场以及容量市场，

日本电力市场体系将越来越完善（如图2所示）。

 

十大电力公司垄断的煤电、大型水电、核电、地

热发电等廉价电源在基荷市场进行交易，被电改后新

成立的售电公司购买，增加新售电公司竞争力。

电力容量市场 （capacity market） 又称电力容量补

偿机制，给予发电一定的补偿，确保足够的发电充裕

度，保障电力供应长期稳定安全。

远期市场主要针对将来特定时间的电力金融交

易，交易标的按时间尺度可分为年度商品、月度商

品、周商品。电力期货市场也属于金融市场，期货交

易和远期交易的区别主要在于合约是否标准。

非化石能源价值市场类似于绿证交易市场，通过

细分可再生能源、核能等能源种类，允许非化石能源

证书的交易，能够进一步实现非化石能源的环保价值。

日前、日内、平衡机制、平衡市场都属于现货市

场范畴，将在后文详述。

2	 日本电力中长期交易情况

2.1  中长期双边交易

日本中长期交易主要以十大电力公司内部交易

为主，如图3所示。以2020年4—6月为例，某十大电

力公司之一发电量为2390 GWh，内部交易电量1780 
GWh，占比74.5%。十大电力公司外部双边交易较

少，2020年6月对外双边交易量为2155 GWh，占全国

注：TOCOM为东京商品交易所；OCCTO为广域系统运行协调机构；

TDSO为各电网公司的调度机构。

图 2 日本电力市场体系设计
Fig. 2 Design of Japanese power market system

图 1 日本电源装机结构（截至2020年4月）
Fig. 1 Installed capacity mix in Japan (as of Apri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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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消费的3.61%，集团外的双边合约为1.74%（1040 
GWh）， 占新电力需求（10 600 GWh）的9.8%[16]。

2.2  基荷市场

1）主要目的。

日本政府在《能源基本计划》中将煤电、大型水

电、核电、地热发电等电源定义为基础负荷电源（简

称基荷电源）。2015年制定的《长期能源供需预测》提

出，到2030年56%的全社会用电量将通过基荷电源供

给。大多数基荷电源由十大电力公司拥有，或者签订

了长期供给合同。长期以来，基荷电源成本较低且供

应稳定，若被十大电力公司垄断，新售电公司将难以

与之竞争。因此，日本政府在2019年启动了基荷市场。

2）交易方式。

基荷市场在日本电力批发交易所（JEPX）开设，

以4月1日到次年3月末的一年为区间，以kWh为单位

进行电力交易。交易以单一价格拍卖方式进行，且对

卖方出价设定了上限（价格不能超过基荷电力平均发

电成本）。

3）交易电量。

日本政府强制要求十大电力公司向基荷市场供应

基荷电力，电量具体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基荷市场供给量 （kWh） =总需求 （kWh） ×全国

新售电市场份额 （%） ×基本负荷比率 （%） ×调整

系数。

每年基荷市场交易电量预计60 TWh~70 TWh，约

占日本全国电力消费的8%。

4）交割方式。

基荷电力市场的交易以年为单位，是一种远期市

场交易产品。新电力企业通过基荷电力市场从大型电

力公司获得中长期固定价格的合约电量，可以对冲现

货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基荷电力交易双方通过现货

市场进行交割，按照现货市场价格与基荷市场的竞价

之差，由JEPX统一结算。

5）交易数据。

如表1所示，2020年日本交割的基荷电力分别于

2019年8月、9月和11月进行了竞价交易，分为北海道、

东京和关西3个区域市场进行。从交易价格来看，基

荷电力市场价格并不低于现货市场平均价格（2019年

现货市场均价7.93日元/kWh），基荷市场并未突显价

格优势。从交易量来看，3个市场成交量为534.3 MW，相

当于每年4.68 TWh，仅占新电力公司2019年度全部售电量

（129.1 TWh） 的3.6%。

表 1 基荷市场交易数据
Table 1 Transaction data of the baseload market

区域

第1次（2019年8月9日） 第2次（2019年9月27日） 第3次（2019年11月22日）

成交量/MW
成交价格

/（日元· （kWh）-1）
成交量/MW

成交价格
/（日元·（kWh）-1）

成交量/MW
成交价格

/（日元· （kWh）-1）

北海道 12.70 12.47 2.20 12.37 12.90 12.45

东京 88.20 9.77 26.80 9.95 193.60 9.40

关西 83.40 8.70 53.20 8.47 61.30 8.70

2.3  日本期货市场

随着日本电力现货交易量的持续增长，电力市场

价格波动将给电力企业的经营带来巨大的风险，发电

企业和售电公司都缺乏能够有效规避未来价格波动风

险的管理工具。将电力现货交易与电力金融交易相结

合，是平抑电力价格波动，对冲风险的重要手段。发

电厂可以通过购买电力期货对冲未来可能下降的电

价；售电商可以通过购买电力期货来规避电价上涨的

图 3 日本十大电力公司双边交易比例
Fig. 3 Proportion of bilateral transactions between Japan’s top  

ten power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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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电力金融交易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未来中长期

电力负荷增长的预测，动用全社会的智慧，采用货币

投票的方式，通过价格反映全社会对未来供求关系的

预期，能够引导中长期的电力系统规划，对实现电力

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9月17日，日本东京商品交易所正式上线

了日本首个电力期货交易，用以降低电价波动风险。

具体来看，新电力期货合约包括东京基本负荷期货、

东京峰值负荷期货、关西基本负荷期货和关西峰值负

荷期货，上述期货合约将使用JEPX公布的相关地区

（东京或关西）30 min现货市场（日前）价格的算术平

均值，以日元进行现金交割。交易周期为15个月，交

易方式为集中竞价。2021年东京商品交易所电力期货

交易量如图4所示。

2020年5月，欧洲能源交易所（EEX，European 
Energy Exchange）推出了日本电力期货，这一合约是

EEX首个亚洲产品。自2020年5月以来，EEX日本电力

期货交易总量在前4个月达到175 GWh，如图5所示。

EEX日本电力期货交易主体由五部分组成，即交

易参与者、券商、EEX交易所、欧洲商品清算中心

ECC（European Commodity Clearing）以及清算银行。

主要交易注册流程及清算分为以下五步：①交易参与

者与券商联系，沟通确定交易；②券商将交易合约提

供到EEX日本期货交易平台；③评估检查相关交易风

险；④相关交易被EEX及ECC 系统处理；⑤清算机构

与指定清算银行进行清算。图6显示了EEX日本电力

期货交易流程及参与主体。

3	 日本现货市场结构

3.1  日前市场

日前市场的交易标的是将于第二天交割的电量。

市场参与者既可以对各个时间段报价，也可以对一段

时间整体报价。交易电力的单位为MW（30 min的电

量为500 kWh），投标价格以0.01日元为单位。交易时

间从交易日（交割日的前一天）前10天开始，8:00—
17:00均可出价。交易日当天10:00结束竞标，并计算

第二天的交易。

日前市场采用单一价格竞价（系统边际电价出清

模式）交易方式。在截止日期之后，交易所将所有投

标合并，并在供需曲线的交点（“卖出”数量价格线

和“买入”数量价格线）处确定合约价格和数量。所

有投标人无论投标价格如何，都以确定的合同价格进

行买卖。低于合同价格的出价将以合同价格出售，高

于合同价格的出价将以合同价格购买。

日前市场交易由OCCTO进行安全校核，出清时

仅将区域间联络线的传输能力作为边界条件。区域内

默认为无阻塞状态，如区域间存在传输阻塞，则会发

生市场分裂，需进行分区电价的计算。分区电价是节

点边际电价的一种相对简单化的形式，默认前提是发

生于各区域内的阻塞情况并不严重。分区电价作为阻

塞管理的手段和价格信号，引导电力功率从低价格区
图 5 EEX日本电力期货交易量  

Fig. 5 Japan electricity futures trading volume in EEX

图	4	 东京商品交易所电力期货交易量
Fig. 4 Electricity futures trading volume of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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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EX日本电力期货交易流程图
Fig. 6 Flow chart of  Japan Electricity Futures in E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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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电力盈余）流向高价格区域（电力短缺）。

市场成员此前签订的场外双边物理合约，需要在

日前市场出清前申报，并在出清时予以考虑，以确保

交易结果与区域间联络线传输能力的匹配[17-19]。

3.2  日内市场

日内市场是对日前市场的补充，使交易各方在直

到关闸时间（一般为运行前1 h）前，仍可调节交易

电量。

交易以撮合成交的方式执行，与股票交易的方式

相似，采用时间优先原则，即先到先得（first-come, 
first-served）。随着风电等间歇性能源大量接入电网，

短期电力输出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因而日内市场

的重要性会愈加明显。

日内市场交易标的为每0.5 h的电量合同，交易单

位为0.1 MW，并且投标价格由每kWh的价格以货币单

位（0.01日元）指定。在日内市场中，可以进行跨区

交易。

3.3  平衡机制

与英国电力市场类似，日本通过平衡机制维持系

统平衡，要求市场参与者尽量按照合约发、用电，如

果产生偏差，则需要支付偏差考核费用。

日本电力平衡机制的变迁经历了图7所示的3个

阶段：

1）垂直一体化模式。2000年3月之前为垂直一体

化模式，主要由垂直一体化的各大电力公司负责各环

节，由公司内部的调度机构负责本公司的电力平衡。

2）第三方访问模式。2000年3月以后，日本启动

电力市场化改革，引入了新电力公司参与发电和售电

竞争。由于没有电网，新电力公司需要与十大电力公

司签订输配电合约，成为一个平衡单元，服从十大电

力公司的调度。十大电力公司调度机构负责所有接入

电网的电源和负荷的平衡，平衡单元（新电力公司）

统一管理单元内所有主体产生或消耗的电力。通过准

确预测来保持单元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平衡。平衡单元

将自身的用电预测和发电计划报给调度机构，如果计

划电量和交付电量之间存在差异，调度机构必须通过

辅助服务来弥补电力短缺，以确保电网稳定。

3）平衡组模式。自售电市场全面放开起，日本

将电力系统从“第三方访问模式”更改为“平衡组模

式”，十大电力公司以更加中立的方式进行调度。十

大电力公司的发电和售电环节组成的平衡单元和新电

力公司组成的平衡单元实现了地位平等，调度机构通

过调动签约的机组来获得调整能力。从系统运行的角

度来看，日本现行的电力系统与欧洲国家相似。此

外，日本的平衡组主要由多个运营商聚集在一起，以

减少整体不平衡费用。多个电力零售商可以聚合形成

“需求平衡组”，多个发电商也可以聚合形成“发电平

衡组”。管理平衡组的可以是平衡组内代表企业，也

可以是第三方机构，如图8所示。

需求平衡组：一个电力购买合同对应一个需求平

衡组，可由一个或多个零售电力运营商组成；平衡组

在供给区域内以合同（需求平衡组）为单位提交各种

计划（包括用电计划、供需计划等）。

发电平衡组：发电平衡组中包括多个发电企业、

发电机组；签订电力供给合同可以捆绑多个发电平衡

组，一个发电厂也可以属于多个平衡组；以发电合同

为单位提出各种计划（包括发电计划、供需计划等）；

发电计划和实际发电量的差分电量（不平衡）以平衡

组为单位。

平衡服务由调度机构统一采购，提供平衡服务的

发电机运行的可变成本由偏差考核费用支付。其中，

图 7 日本平衡机制的演变
Fig. 7 Evolution of Japan’s balance mechanism

2000 3 2016 4

图 8 平衡组方式示意图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of balanc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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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响应资源也作为平衡电源的一种（称为Ⅰ-b电

源）可被调度机构直接采购。但是，由于没有平衡市

场，目前偏差考核费用并不能正确反映每个区域平衡

功率的实际成本。日本目前已完成平衡市场设计，计

划于2021年启动。

3.4  十大电力公司在现货市场中的交易

为促进现货市场活跃度，日本政府强制十大电力

公司将自身发电量的20%~30%投放到现货市场，但不

禁止回购本公司电力。相当于将十大电力公司内部交

易放在交易中心公开交易，此机制称为gross biding。
为了顺利回购电力，十大电力公司原则上以边际费用

为基础进行买卖投标。在2020年4—6月，十大电力公

司在现货市场中出售电量42.1 TWh，其中27.6 TWh通

过gross biding完成，新售电公司和其他电力企业出售

电量26.2 TWh。
总体来看，gross biding的作用是提高市场流动性，

抑制价格波动，提高十大电力公司内部交易透明度。

4	 现货市场运行情况

4.1  交易量

2012年以来，受福岛核事故影响，日本加大了全国

范围内的电力市场化交易的强度，JEPX交易量大增[9]。

如图9所示，自2016年以来，现货市场的交易量一直

在上升，到2019年，日本现货市场总交易量达到约

292.5 TWh，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了40%以上，这意味

着日本约有30%的电力通过JEPX出售。

4.2  交易主体

新一轮电改之后，JEPX会员数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截至2019年12月共189个。新售电公司对交易中心的

依赖性较高，截至2019年12月，从JEPX采购的金额比

例为88.6%。

4.3  交易价格

从图9可以看出，自2013年以来，系统价格下降

趋势明显，在售电市场开放后，系统平均价格在2015
年之后一直徘徊在8~9日元/kWh，并在2019年降至

7.93日元/kWh。
2021年1月，日本遭遇创纪录的寒潮，电取暖需

求增加，作为发电燃料的液化天然气出现短缺，导致

日本供电持续紧张。据JEPX统计，2021年1月12日，

交易所指标价格达到154.57日元/kWh，达到1个月前

的25倍。日本电力期货交易量暴增，为稳定批发电

价、降低对用户的影响，日本经济产业省决定对批发

电价设置“200日元/kWh”的上限。日本经济产业省

原计划于2022年4月开始实行这一制度，但为确保电

力交易环境稳定，决定提前实施。

4.4  市场分裂情况

 由于区域间联络线容量不足，日本现货市场价

区分裂现象时有发生，如图10所示。在北海道-本州

互联线和东京-中部互联线上，市场分裂发生概率较

高，以2019年12月为例，月内市场分裂发生率分别为

35.3%和66.0%。为了促进区域市场交易，日本建立

了跨区联络线输电权交易市场，将区域输电权进行

拍卖。

5	 日本现货市场建设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是在保持输配电一体化、电网调度一体化的

基础上，通过发电和售电领域充分引入竞争、全面放

开用户选择权的方式推进电力改革的，与中国“放开

两头、管住中间”的改革思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中

国以省为单位的实体经济模式下电力市场建设进程也

与日本按区域经营十大市场有一定相似之处。两国都

提出了碳中和目标，要建立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并致力于加强跨省区交易，促进全国的资源

优化配置。不同之处在于日本新一轮电改的契机主要

在于福岛核事故引发的电力短缺，与中国电力市场改

革的背景不同、国情不同。日本电力市场改革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区域垄断依然存在，厂网分离的改革还

图 9 日本电力交易所现货交易量及系统平均价格
Fig. 9 Spot trading volume and system average price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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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推进中，发电领域的市场化水平远不及中国。

在借鉴日本电力市场改革经验时，一定要结合不同

的国情、不同的改革背景，汲取其有益的做法和经验

教训。

1）日本电力市场建设注重顶层设计，有确定的

时间节点，中国电改方案需加强计划性和整体性。

日本在电力改革之前进行了多番研讨和反复论

证，对电力市场各环节、各层级进行了完整的设计，

既注重顶层设计也注重实操性。各项措施、机制有具

体的时间节点，严格按计划实施，有非常强的计划性

和全局性。同时，日本还注重多种市场之间的协调，

在电力交易中心统一设有分散式绿色交易、基荷市

场、绿色证书市场、输电权市场等，有效实现了各市

场之间的衔接。

中国电力市场建设经历了较长的实践探索过程，

当前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等已具雏

形，但目前仍缺乏较权威的顶层设计，市场建设的计

划性也有一定欠缺。此外电力行业长期的多头监管带

来了一定程度的“政出多门，互补协调”问题。建议

中国电力市场建设在开展相关试点的同时，应深化电

力市场的顶层设计研究，明确提出全国电力市场建设

路径，加强各市场、各地区间的统筹协调。

2）日本通过平衡机制的设计实现了中长期市场

与现货市场的有效衔接，中国可借鉴其运作经验，进

一步加强中长期市场和现货市场的统筹，完善偏差处

理机制。

日本的全国性平衡市场正在建设过程中，目前的

平衡机制是一种过渡模式，市场主体需要承担的偏差

考核费用是通过现货市场价格计算得到的。提供偏差

调整服务的机组并不在现货阶段报价，而是调度机构

采用年度招标的方式进行采购。

偏差考核费用（每30 min）=（日前市场和日内市

场价格的加权平均值）·α+β+K。

α为系统总供需情况的调整因子，整个系统供应

不足时α>1，整个系统供应过剩时α<1；β为反映各个

地区供需调峰成本水平差异的调整项；K为激励常数，

由日本经济、贸易和工业部确定。

为取得更合理的偏差考核费用，日本政府对α、
β、K的值进行了多次调整。

中国各省目前对于中长期合约的偏差考核也已形

成了较为成熟的规则，如北京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合

同偏差电量部分按照以下价格分时段结算：

                     PO=Paverage×U1

                     PU=Paverage×U2

式中：PO为用电侧合同偏差超用电量结算电价；PU为

用电侧合同偏差少用电量结算电价；Paverage为北京地

区年度交易该时段加权平均电价；U1、U2是调整系数。

目前中国大部分省份未开启现货交易。未来在现

货交易开展后，平衡市场尚未建成的阶段，建议借鉴

日本电力市场平衡机制的参数选择和计算方式等。

此外，日本引入平衡组模式，将不同的市场主体

以平衡组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内部平衡减少偏差考核

压力。中国售电企业普遍面临较大的偏差考核压力，

建议借鉴日本平衡组模式，将多家售电公司、用户等

组成平衡组进行内部平衡，减少偏差考核风险。

3） 日本电改后加强跨区交易，中国应坚持统一调

度，促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

日本成立全国性机构（OCCTO）协调各个调度

机构的运营，并建立跨区联络线输电权交易市场，旨

在打破电力供应的地区局限，解决电网间联系不强、

难以大范围利用发电资源相互支援等问题，以促进全

国范围内电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电力安全稳定供

图 10 日本月内市场价区分裂状况
Fig. 10 Japan’s market price zone split in th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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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电改后日本北海道地区和日本东北地区的联络线

容量已从原来的600 MW增加到900 MW，日本东京

地区和日本中部地区的联络线容量从1200 MW增加到

2100 MW。

借鉴日本的经验，中国电网统一调度管理体制和

正在形成的全国范围电力资源优化配置格局，是实现

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的重要保障，在未来深化电力市场

化改革中应继续坚持。中国已经初步形成全国联网的

格局，跨省跨区资源优化配置需求显著，市场建设应

以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为主要目标之一。

4） 日本为促进市场竞争，在电力市场设计中为

基荷电源设立了单独市场，并在现货市场中引入gross 
biding机制，中国应加强监管，避免发售一体化垄断

影响市场交易公平性。

长期以来日本实行区域发输配售一体化垄断，电

改之后十大电力公司的电网环节实现了相对独立，但

大部分电力公司还是保持发售一体化运营，在市场占

据强势地位，新售电公司生存困难。日本通过多种机

制促进市场竞争，要求十大电力公司将优质的基荷电

源供应给基荷市场，并且要求十大电力公司将自身发

电量的20%~30%投放到现货市场（gross biding机制）。

中国发售一体化垄断情况也比较严重。以山东为例，

2019年年度双边协商交易中，成交电量达到128.1 TWh， 
其中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独占78.8 TWh，占比高达

61.5%。此外，在售电公司代理电量前十名中，有8家

属于发电集团售电公司，其中华能山东电力热力营销

有限公司以近27.7 TWh的电量占据第一名，市场份额

高达21.6%。建议监管部门对发售一体化企业内部交

易进行规范，并对中国的基荷电源进行长远考虑。基

荷电源成本低廉，供应稳定，对市场至关重要，需要

统筹考虑，加强市场监管，避免其由部分企业垄断，

阻碍市场竞争。

5）为平抑现货市场风险，日本启动了电力期货

市场，中国电力现货市场规避风险能力有待加强。

日本电力期货市场建设有两大特点。一是启动谨

慎。日本政府对电力期货市场进行了周密的设计，并

且等到现货市场交易量较大，市场较成熟时才适时上

线期货交易，整整耗时3年。二是期货交易注重国际

化。在国际金融市场中，许多衍生品合约都会实行跨

国交割，日本电力期货产品已在欧洲上线。中国可借

鉴日本相关经验，在培育完善电力现货市场的同时，

超前筹划电力金融市场，进行政策法规储备，包括电

力金融产品跨国交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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