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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星”财经 惠百姓民生

“负电价”引发热议

今年“五一”假日期间，山东电力现货市场

实时交易电价剧烈波动，数次出现“负电价”。

市场信息显示，5月1日20时至5月2日17时，

山东电力现货实时市场“负电价”持续了22个

小时，刷新了长周期现货试运行负电价的时长

纪录。其中，最低实时电价为每兆瓦时负85

元，相当于每发一度电就要倒贴8.5分钱。

“负电价”这一看似违背常理的现象引发

持续的热议。事实上，负电价在国内电力市场

此前已经数度发生，在欧美电力市场这一现象

更是常见。根据公开信息来看，早在2019年

12月，山东电力现货市场出现了负40元/兆瓦

时的出清价格，是国内首次出现负电价。此

后，山东电力现货市场曾多次出现负电价。而

除了负电价以外，山西、甘肃等省份此前也多

次出现了零电价。

事实上，电价为零或者电价为负，都是价格

调整市场供需的一种方式，其本质都是类似于

“地板价”。今年3月，山东省发改委下发了《关

于山东电力现货市场价格上下限规制有关事项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对市场电能量申报设置

价格上限和下限，其中上限为每千瓦时1.3元，

下限为每千瓦时-0.08元；对于市场电能量出清

设置价格上限和下限，其中上限为每千瓦时1.5

元，下限为每千瓦时-0.1元。这就意味着，在市

场条件需要的情况下，山东电力市场就会出现

“负电价”，而这种情况或将成为常态。

在欧美电力市场，自2007年开始，德

国、奥地利、法国、瑞士等国相继引入负

电价，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负

电价的情况也时常出现。

电力商品具有无仓储性，电能的生产、交割

和消费几乎是同时完成的，其交割速度远远快于

一般商品。由于电能发用需要实时平衡，而用电

负荷在一天内存在显著的峰谷波动性，大幅的峰

谷差就导致现货市场产生较大的价格差。在可

再生能源占比较大的市场，现货市场的价格波动

幅度更大，这时候就需要使用价格的变化来调节

和优化电力系统的运行，负电价也就变得越来越

常见。

理论上来看，商品生产过程中存在成本并付

出了社会劳动，其价值就不可能是负数。但在大

宗商品领域，在市场运行的特殊情况下，大宗商

品出现负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负价格就意味

着，卖家倾向于向买家付费，以减少在运输、仓

储、维护和设备启停等方面的损失。

最为有名的实例就是，2020年全球原油市场

供大于求最终导致美国WTI原油期货价格跌至

负数，创下历史最低值。除此以外，近年来，欧

洲、美国部分地区的天然气现货价格也曾跌入负

值区间。

“负电价”或将常态化

在本次负电价发生的“五一”假日期间，山东

省可再生能源的风电、光伏发电能力大增，叠加

部分工厂放假、工业用电需求下降，煤电机组低

容量运行，导致了整体电力供大于求，负电价应

运而生。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燃煤机组启停流程复

杂，耗时较长，调度灵活性较低，启停过程中会

产生极高的成本；另外，燃煤机组的频繁启停

容易加速机组老化，降低机组性能，进一步降

低机组运行的经济性。因此，当电网供过于求

而可再生能源享有优先消纳等政策协助时，燃

煤机组面临停发风险时，为了避免启停导致更

大的损失，就会选择承受短时间的负电价以继

续发电。

路孚特高级能源转型分析师陈雪婉介绍称，

这一次山东的市场电价最低到了负8分，但由于

山东还有每度电0.0991元的容量补偿，所以结算

电价还不是负的。而且目前中长期交易的比例

占到了八到九成，而山东的新能源只有10%的集

中式电站参与现货交易，所以这次负电价

的影响比较小。

电力现货交易是指日前及更

短时间内的电力现货交易，电力中长

期交易是指日以上（多日、周、月、季度等）电

力批发交易。本次山东的“负电价”即发生在电

力现货交易上。

陈雪婉表示，由于新能源变动成本接近于

零，在传统的电力市场设计下，新能源出力越大、

发电越多，市场电价就越低。“负电价”其实是反

映了这样的经济关系：当电网没有更多可调节能

力，新能源电力无法消纳，自然就会出现负价，这

是现货市场发挥作用的体现。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

认为，应该理性看待非常局部短暂的负电价，这

是可再生能源的逐渐普及和电力市场发展下的

正常结果，未来也会成为一个常态化的现象。

另一方面，局部地区部分时段的现货市场

出现“负电价”，并不意味着电力已经供过于

求。国家能源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此前就

多次表态称，目前国内电力供应总体有保障，但

部分地区的部分高峰用电时段，可能会出现用

电紧张的情况。近年来，国内用电尖峰负荷持

续增长，电网系统也在面临高峰时段电力保供、

用电需求低谷期的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倾向

于在推动电力设施建设的同时，使用更大的峰

谷电价差来引导需求侧削峰填谷以提高电网设

施利用率。

合理的电价能够准确地补偿发电企业的成

本，并释放准确的价格信号，引导发电企业发电

和用户用电，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负电价的出

现，也给了市场各方更多启示，能够转化电力进

行储备的储能产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此外煤电

机组灵活性改造的进程也要进一步推进。

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提高，乃至未来将成

为主体能源，未来不计代价地消纳新能源不再

经济、也不现实。陈雪婉建议对弃电率考核进

行松绑，对于可再生能源占比高的省

份，弃风弃光率建议适当允许提高；

目前山东只有 10%的新能源参与电

力市场，建议逐步放开推动新能源

入市，但需要同步配套的市场设计

来体现新能源的绿色外部属性及

价值。

另外，陈雪婉表示，本次山东负

电价期间，山东的外来电并没有减

少，但本省内火电压低出力，降低

负荷运行，这也反映了目前省间与

省内市场衔接的割裂，是亟待解决

的问题。跨省跨区与省内市场在

经济责任、价格形成价值方面亟需

理顺衔接。

“负电价”频现
传递了什么信号？

近日，山东电力现货交易出现

持续时间较长的“负电价”现象，引

发各界关注：发一度电还要倒贴八分

钱，这一看似“奇怪”的现象让不少人感

到惊讶。事实上，“负电价”在国内并不

是第一次出现，电价为零或者电价为负

的情况此前已经多次出现过；而在欧美

等地，“负电价”的出现更是频繁。

值得注意的是，负电价的出现有其

特殊的市场形成条件。电力现货市场的

局部时段出现“负电价”，也不意味着国

内的电力供应就处于过剩的状态，它反

映了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电网带来的

“消纳问题”，以及新的电力供需形势对

电力系统调整的新要求。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