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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转型系列（一） 

是真绿，不是漂绿—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实践及问题（上篇） 

导言：2022 年 1 月 3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颁布了《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

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其中提出健全绿色能

源消费促进机制，推动重点行业转变用能方式，以

市场化方式引导消费侧绿色低碳转型。以绿色电力

产品为标的物的电力交易，是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

制及政策措施中的重要一环。什么是绿色电力交

易？绿色电力交易目前有哪些政策？发电侧及用

户各有哪些需关注的问题？绿色电力交易和绿证

交易及碳交易如何连接及协同发展？君合基础设

施团队拟在梳理相关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君合近年

业务实践经验和对电力行业及市场的观察，从法律

角度辨析和讨论与绿色电力交易相关的问题。 

绿色电力交易，是指以绿色电力产品为标的物

的电力中长期交易，用以满足电力用户购买、消费

绿色电力需求，并提供相应的绿色电力消费认证1。

自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1 年 8 月正式出台有关绿色

电力交易试点工作方案、2021 年 9 月正式启动绿色

电力交易试点以来，绿色电力交易受到国内电力行

业及用电密集型产业等各界的热议。其中，发电侧

尤其是新能源发电企业普遍关注绿色电力入场交

易的优先顺位、价格确定及能否有效解决后补贴时

代新能源电站收益保障等问题；用电侧则更多瞩目

于在何种平台或渠道以何种方式有效获取带绿色

属性的电力、合同履约能否得到保障以及能否有效

确认绿色属性等问题。 

一、 绿色电力交易主要法规及政策汇总及摘要 

下表按照时间顺序对国家层面出台的绿色电

力交易法规及政策文件的主要内容及绿色电力交

易市场启动情况进行了梳理：

 
1 见《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方案》。 

2022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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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规定 内容摘录 

1.  2021.8.1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 2021年新能源上网

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

通 知》（发改 价格

〔2021〕833 号） 

2021 年起，对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

和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下称“新建项目”），中央财政不再补

贴，实行平价上网。2021 年新建项目上网电价，按当地燃煤发

电基准价执行；新建项目可自愿通过参与市场化交易形成上网

电价，以更好体现光伏发电、风电的绿色电力价值。 

2.  2021.8.2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关于绿色

电力交易试点工作方

案的复函》（发改体改

〔2021〕1260 号）  

（下称“1260 号

文”） 

系统阐述国家层面对于绿色电力交易的要求。 

-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组织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

中心编制绿色电力交易实施细则，完善技术平台功能，组织

开展市场主体注册。 

- 绿色电力交易要优先安排完全市场化绿色电力，如果部分省

份在市场初期完全市场化绿色电力规模有限，可考虑组织用

户向电网企业购买享有政府补贴及其保障收购的绿色电力。 

- 区分不同类别的电量约定收益分配原则 

- 绿色电力交易要充分体现绿色电力的环境属性价值，按照保

障收益的原则，可参考绿色电力供需情况，合理设置交易价

格上、下限。 

- 要做好绿色电力交易与绿证机制的衔接。建立全国统一的绿

证制度，国家能源局组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根

据绿色电力交易试点需要，向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

交易中心批量核发绿证。电力交易中心依据国家有关政策组

织开展市场主体间的绿证交易和划转。 

3.  /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

《绿色电力交易试点

工 作方案 》（ 下称

“《绿电交易试点方

案》”） 

内容梳理与总结见下文。 

4.  2021.9.7 绿色电力交易试点正

式启动 

- 根据公开报道，9 月 7 日当日启动的首次绿色电力交易，共

17 个省份 259 家市场主体参与，达成交易电量 79.35 亿千瓦

时。其中，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成交电量 68.98 亿千瓦时，

南方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内成交电量 10.37 亿千瓦时。本次交

易预计将减少标煤燃烧 243.6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607.18

万吨。 

- 交易以市场化方式形成交易电量和价格，由北京电力交易中

心会同省电力交易中心统一组织，在绿色电力交易平台（e-

交易）发布交易公告、出清、发布交易结果。交易结算完成

后，国家能源主管部门组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

根据绿色电力交易试点需要批量核发绿证，并划转至电力交

易中心，电力交易中心依据绿色电力交易结算结果将绿证分

配至电力用户。 

5.  2022.1.18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

门关于印发《促进绿

色消费实施方案》的

通 知 （ 发 改 就 业

〔2022〕107 号） 

鼓励绿色电力消费、完善绿色电力消费促进措施。 

- 落实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要求，统筹推动绿色电力交易、绿证交易。 

- 引导用户签订绿色电力交易合同，并在中长期交易合同中单

列。 

- 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大型国有企业、跨国公司等消费绿色电

力，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外向型企业较多、经济承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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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规定 内容摘录 

力较强的地区逐步提升绿色电力消费比例。 

- 加强高耗能企业使用绿色电力的刚性约束，各地可根据实际

情况制定高耗能企业电力消费中绿色电力最低占比。各地应

组织电网企业定期梳理、公布本地绿色电力时段分布，有序

引导用户更多消费绿色电力。在电网保供能力许可的范围

内，对消费绿色电力比例较高的用户在实施需求侧管理时优

先保障。 

- 建立绿色电力交易与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挂钩机制，市

场化用户通过购买绿色电力或绿证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责

任权重。 

- 加强与碳排放权交易的衔接，结合全国碳市场相关行业核算

报告技术规范的修订完善，研究在排放量核算中将绿色电力

相关碳排放量予以扣减的可行性。 

6.  2022.1.18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

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

场体系的指导意见》

（发改体改〔2022〕

118 号） 

探索开展绿色电力交易。创新体制机制，开展绿色电力交易试

点，以市场化方式发现绿色电力的环境价值，体现绿色电力在

交易组织、电网调度等方面的优先地位。引导有需求的用户直

接购买绿色电力，推动电网企业优先执行绿色电力的直接交易

结果。做好绿色电力交易与绿证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衔

接。 

7.  2022.1.25 《南方区域绿色电力

交易规则（试行）》 

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对外公开，对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海南五省的绿色电力交易各方面均予以了详细的规定。我们将

另行对该规则进行分析解读。 

8.  2022.01.3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关于完善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

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

意见》 

（发改能源〔2022〕

206 号）（下称“《意

见》”） 

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用能权交易市场、绿色电力交易市场。完善和推广绿色电力证

书交易，促进绿色电力消费。健全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市场机

制，完善有利于可再生能源优先利用的电力交易机制，开展绿

色电力交易试点，鼓励新能源发电主体与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

等签订长期购售电协议。 

9.  2022.2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

同 志 就 发 改 能 源

〔2022〕206 号答记者

问 

健全绿色能源消费促进机制。《意见》提出推动完善能源相关的

绿色消费机制，通过消费端优先使用绿色能源的需求选择带动

能源生产供应端绿色低碳转型，包括建立绿色能源消费认证机

制、电能替代推广机制、完善和推广绿色电力证书交易等举措，

在全社会倡导节约用能、绿色用能。绿色能源消费促进机制将

为追求零碳低碳的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社区等提供实现

途径，并使之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推动重点行业转变用能方式。《意见》与重点行业领域碳达峰实

施方案相衔接，重点围绕工业、建筑、交通等行业领域，提出

电价、分布式电力交易、国土空间保障等支持政策，推动提升

终端用能低碳化和电气化水平，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在工业领

域，推动企业形成低碳、零碳能源消费模式，鼓励通过创新电

力输送及运行方式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项目就近向产业园区或

企业供电，以及企业等通过电力市场购买绿色电力。在建筑领

域，推行绿色用能，推动超低能耗建筑、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

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推进供热计量改革，支持建设可再生能源供

能系统，鼓励光伏建筑一体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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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规定 内容摘录 

以市场化方式引导消费侧绿色低碳转型。《意见》提出加强顶层

设计和统筹协调，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用能权交

易市场、绿色电力交易市场。完善有利于可再生能源优先利用

的电力交易机制，开展绿色电力交易试点，鼓励新能源发电主

体与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等签订长期购售电协议。支持微电网、

分布式电源、储能和负荷聚合商等新兴市场主体独立参与电力

交易。 

 

二、绿色电力交易试点方案主要内容及地方实践 

上述各项文件中，对绿色电力交易的落地最为

关键的法规及 配套文件 当属 1260 号文 及

《绿电交易试点方案》。我们根据试点方案并结合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发布的相关解读文章，对绿

色电力交易模式的主要内容梳理如下： 

 

交易标的 
绿色电力产品主要为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上网电量；条件成熟时，可逐步扩大至符合条

件的水电。 

参与主体 

初期，绿色电力交易将优先组织未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政策范围内的风电

和光伏电量参与，电力用户主要选取具有绿色电力消费需求的用电企业；随着全社会绿

色电力消费意识的形成，逐步引导电动汽车、储能等新兴市场主体参与，包括微电网、

分布式电源、储能和负荷聚合商等。 

参与项目 

优先组织无补贴、无保障性收购的风电、光伏项目电量； 

其次是无补贴、电网保障收购的风电、光伏项目电量； 

再次是带补贴的项目在合理利用小时数之外的风电、光伏项目电量。 

交易方式 

两种方式：直接交易购买和向电网企业购买。 

直接交易购买：主要面向省内市场，由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通过直接交易方式向省内绿

色电力企业购买绿色电力； 

向电网企业购买：在无法满足绿色电力消费需求的情况下，电力用户可通过向电网企业

购买其保障收购的绿色电力产品达成交易。 

交易价格 

交易价格由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售电公司通过双边协商、集中撮合等市场化方式形成。

对交易价格未有限制，并鼓励交易价格可以高于发电企业核定的上网价格和电网企业收

购的价格。 

交易合同 

鼓励市场主体间签订长期交易合同，鼓励电力用户与在建发电企业签订 5-10年的长期购

电协议。发电企业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对应合同优先执行，已开展现货试点地区则需为

市场主体提供优先出清履约的市场机制。 

现货交易及中长期交易 
在保证电网安全运行的基础上，对于现货试点地区，推动省内现货市场与绿色电力中长

期分解曲线相互衔接，在中长期阶段，引导市场主体根据实际发用电情况开展绿色电力

交易，避免出现较大偏差；在现货阶段，为市场主体提供优先出清的市场机制，促进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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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电力交易电量有效履约。 

绿色电力优先原则 

明确绿色电力从交易组织、交易执行到交易结算的优先属性。 

- 交易组织优先：优先推动排放量为零的风电、光伏发电参与交易； 

- 电网调度优先：绿色电力交易形成的合同电量，由相应调度机构优先安排，保证交

易结果优先执行； 

- 结算优先：绿色电力交易优先于其他优先发电计划和市场化交易结算。 

绿色电力交易与绿证关系 
国家能源主管部门组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核发绿证并划转至电力交易中心，

电力交易中心依据绿色电力交易结算结果将绿证分配至电力用户。 

 

地方上，我们注意到浙江省、河北省等地均在

2021 年先后出台各自的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的政

策文件，明确了本行政区域内绿色电力交易的基本

流程，率先开展绿色电力交易，并相应为保障杭州

亚运会、北京冬奥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半年多的实践里，发电侧及用户侧对绿色电

力交易各自有哪些关注点，绿色电力交易与绿证交

易、碳排放权交易又有哪些不同及关联之处，其衔

接有哪些障碍。敬请期待《是真绿，不是漂绿—绿

色电力交易试点实践及问题（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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