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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
《关于做好2023年电力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工作的通知》

确保市场主体高比例签约

● 坚持电力中长期合同高比例签约。市场化电力用户2023年年度中长期合同签约

电量应高于上一年度用电量的80%，并通过后续季度、月度、月内合同签订，保

障全年中长期合同签约电量高于上一年度用电量的90%。

● 鼓励签订多年中长期合同。各地政府主管部门要积极引导市场主体签订一年期

以上的电力中长期合同，对多年期合同予以优先安排、优先组织、优先执行。

● 推动优先发电计划通过电力中长期合同方式落实。各地要将本地优先发电计

划转化为电力中长期合同或差价合约，鼓励高比例签订年度中长期合同或差价合

约，明确分月安排及责任落实主体，确保优先发电计划刚性执行。

● 推进电力中长期合同电子化运转。

● 送受端政府主管部门加强对接。

● 坚持跨省区中长期合同高比例签约。

● 健全跨省区中长期交易机制。

● 按时完成中长期合同签订工作。各地要充分考虑市场建设进度及市场主体承受

能力，做好组织协调，稳步推动中长期合同签订工作，避免市场价格大幅波动。

● 做好市场信息披露工作。

● 加强市场主体引导和培训。

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 引导市场交易电价充分反映成本变化。鼓励购售双方在中长期合同中设立交易

电价与煤炭、天然气价格挂钩联动条款，引导形成交易电价随煤炭、天然气市场

价格变化合理浮动机制，更好保障能源稳定供应。

● 合理拉大峰谷价差。各地应制定同本地电力供需和市场建设情况相适应的中长期

合同分时段价格形成机制，合理拉大峰谷价差，加强中长期与现货价格机制衔接。

● 健全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形成机制。

● 完善绿电价格形成机制。

强化中长期合同履约和监管

● 做好中长期合同调度执行。电力调度机构应根据负荷预测、可再生能源发电等

情况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做好中长期交易合同执行。

● 强化电力中长期合同履约。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完善分时段结算规则和流程，保

障分时段合同正常履约。

● 推进各级信用中心见证签约。电力交易机构负责归集市场主体签约、履约等市

场主体非私有信息并传递至各级信用中心，确保信息传递安全性。

● 健全市场主体信用评价体系。各地政府主管部门要健全完善市场主体信用评

价制度，丰富评价维度和指标，探索信用评价方法，拓展评价结果应用，建立全

面、规范的市场主体信用档案。

建立健全中长期合同灵活调整机制

● 推动中长期交易连续运营。各地要加强市场模式、交易品种、交易方式等的系

统设计，完善年度、月度、月内等多周期协同交易体系，创新交易机制、缩短交

易周期、提高交易频次，积极探索推进中长期交易向日延伸，加快推动中长期交

易连续运营。

● 完善新能源合同市场化调整机制。完善与新能源发电特性相适应的中长期交易

机制，满足新能源对合同电量、曲线的灵活调节需求，鼓励新能源高占比地区探

索丰富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品种，不断完善新能源中长期合同市场化调整机制，

丰富市场主体调整合同偏差手段。

● 完善偏差电量结算机制。各地应按照“照付不议、偏差结算”原则，加快建立

和完善偏差结算机制，引导市场主体按照合同电量安排发用电计划。

强化分时段签约

● 优化时段划分方式。各地政府主管部门要会同电网企业、电力交易机构，根据

电源结构变化、近三年电力供需形势及电力现货市场试运行计划，考虑2023年本地

区电力供需形势，进一步优化时段划分方式，交易时段数量由3～5段增加至5段以

上，结合各地实际用电负荷与新能源出力特性，按需明确划分尖峰、深谷时段。

● 完善分时段交易组织方式。采取双边协商、集中交易（包含竞价交易、滚动撮

合交易和挂牌交易）等多种方式灵活组织开展分时段交易，交易周期包含年度、

季度（多月）、月度等。

优化跨省区中长期交易机制

强化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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