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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3月 10日 

 

绿电交易的回顾与评析

一、绿电交易概述 

为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2017年我国建立了

绿证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新能源企业可以根

据发电量申领相应的绿证并进行出售，但由于绿证

实行自愿认购，激励机制不足，加之绿证的环境价

值无法传递给电力终端用户（即实际消纳了绿电的

用户无法证明其使用了绿电），因此，绿证制度推出

后，绿证交易一直不活跃。 

为了弥补绿证交易的局限性，将绿电的环境价

值传递给终端电力用户，助力绿电的消纳，2021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绿色电

力交易试点工作方案的复函》，同意国家电网公司、

南方电网公司开展绿电交易试点。2021年 9月，全

国范围内全面启动绿电交易。 

所谓绿电交易，是在现有中长期交易的框架下，

设立的一个独立绿电交易品种，以绿色电力产品为

标的物，用以满足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

等市场主体出售、购买绿色电力产品的需求，并为

购买绿色电力产品的电力用户提供绿色电力证书。

目前，绿电交易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国网公司经

营区）和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南方电网公司经营区）

分别开展，分为省内市场和省间市场。 

绿电交易市场的建立不仅可以实现“证电统

一”，弥补绿证交易的局限性，而且可以为新能源发

电企业和终端用户直接交易搭建桥梁，拓宽交易渠

道，推动新型电力市场的发展。对于新能源发电企

业而言，可以促进其新能源发电的消纳，获得绿电

环境价值的收益。对于用电企业而言，可以完成可

再生能源消纳任务，树立企业形象，生产具有绿色

环境属性的产品，在对外出口或向有绿电消纳比例

要求的采购方供货时增加其竞争力。 

二、绿电交易的市场动态 

（一）各地绿电交易的开展情况 

2021 年 9月 7日，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启动。首

批绿色电力交易共 17个省份 259家市场主体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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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区域成交电量 10.37亿千瓦时(均价提高 2.7分/

千瓦时)。绿色电力成交价格较当地电力中长期交

易价格增加 0.03~0.05 元/千瓦时。本次交易预计

将减少标煤燃烧 243.6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607 万

吨。 

根据中电联规划发展部的数据，2022 年 1 月-

12 月，全国绿色电力省内交易量 227.8 亿千瓦时，

12月，全国绿色电力省内交易量 28.4亿千瓦时。 

根据中国绿色电力证书认购交易平台显示的

信息，截止 2023 年 3 月 3 日，各地方省内累计绿

电风电交易量如下：吉林省风电交易量为

1,063,169 千瓦时，河北省风电交易量为 87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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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时，山东省风电交易量为 239,059 千瓦时，广

西自治区风电交易量为 202,850 千瓦时，江苏省风

电交易量为 96,446 千瓦时，湖北省风电交易量为

73,372 千瓦时，福建省风电交易量为 72,959 千瓦

时，安徽省风电交易量为 50,573千瓦时，天津市风

电交易量为 36,706 千瓦时，黑龙江省风电交易量

为 31,471千瓦时， 甘肃省风电交易量为 19,429千

瓦时，北京市风电交易量为 11,128千瓦时，湖南省

风电交易量为 10,060 千瓦时，宁夏自治区风电交

易量为 10,000 千瓦时，山西省风电交易量为 5,000

千瓦时，新疆自治区风电交易量为 3,957 千瓦时，

云南省风电交易量为 2,000千瓦时，浙江省风电交

易量为 1,000 千瓦时，广东省风电交易量为 263 千

瓦时，内蒙自治区风电交易量为 14 千瓦时。 

根据中国绿色电力证书认购交易平台显示的

信息，截止 2023 年 3 月 3 日，各地方省内累计绿

电光伏发电交易量如下：宁夏自治区光伏发电交易

量为 2,998,720 千瓦时，辽宁省光伏发电交易量为

777,953千瓦时，江苏省光伏发电交易量为 632,991

千瓦时，湖北省光伏发电交易量为 585,652千瓦时，

安徽省光伏发电交易量为 503,366 千瓦时，山东省

光伏发电交易量为 460,095千瓦时，广西自治区光

伏发电交易量为 253,579千瓦时，山西省光伏发电

交易量为 199,748千瓦时，吉林省光伏发电交易量

为 196,652 千瓦时，河北省光伏发电交易量为

192,269千瓦时，甘肃省光伏发电交易量为 174,584

千瓦时，青海省光伏发电交易量为 120,109千瓦时，

陕西省光伏发电交易量为 103,190 千瓦时，黑龙江

省光伏发电交易量为 60,796 千瓦时，浙江省光伏

发电交易量为 44,042 千瓦时，江西省光伏发电交

易量为 32,751 千瓦时，贵州省光伏发电交易量为

28,708 千瓦时，广东省光伏发电交易量为 26,482

千瓦时，河南省光伏发电交易量为 22,332千瓦时，

北京市光伏发电交易量为 5,034 千瓦时，天津市光

伏发电交易量为 4,061 千瓦时，湖南省光伏发电交

易量为 2,186 千瓦时，海南省光伏发电交易量为

1,438 千瓦时。 

（二）主要的市场参与主体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数据，2021 年绿电出售

排行前五强的企业依次为中广核新能源、华润电力

控股、北京天润新能、四川川能智网、中网联合能

源服务。绿电采购排行前五强的企业依次为秦淮数

据（183亿瓦时）、腾讯（60亿瓦时）、燕山石化（40

亿瓦时）、申洲国际（20亿瓦时）、中国联通（5亿

瓦时）。 

2022 年绿电出售排行前五强的企业依次为中

广核新能源、华润电力控股、国家能源集团、四川

川能智网、京能电力，绿电采购排行前五强的企业

依次为太原钢铁集团（1100 亿瓦时）、阿里巴巴集

团（860 亿瓦时）、华晨宝马（670亿瓦时）、鞍山钢

铁集团（560亿瓦时）、腾讯（504 亿瓦时）。 

由此可见，2022 年绿电买家五强的购买量是

2021年前五强购买量的六倍，同时，钢铁等重工业

企业以及互联网巨头成为领先的绿电买家。除了这

些头部购买者之外，中小型购买者也在 2022 年纷

纷加入了绿电购买的行列，其中主要是出口型生产

制造类企业，包括光伏生产上下游、汽车制造等。

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主要为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需要体现绿电消费

的知名企业、外企、效益较好的国企等。 

三、绿电交易的政策 

在 2021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

《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试点

方案》”）正式启动绿色电力交易试点之后，国家层

面和地方层面都发布了一系列绿电交易的支持性

政策，积极推动绿色电力行业的发展。 

（一）国家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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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强调绿电交易的优先地位 

绿色电力优先是《试点方案》的核心原则，其

明确了绿色电力在电力市场交易和电网调度运行

中优先组织、优先安排、优先执行、优先结算的原

则。 

2022 年 1 月 18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

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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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出要以市场化方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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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14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

改委、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22〕39号），

也明确要推动绿色电力在交易组织、电网调度、价

格形成机制等方面体现优先地位。 

2022 年 12月 22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印发《关于做好 2023 年电力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

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22〕1861 号）提出要

落实绿色电力在交易组织、电网调度、交易结算等

环节的优先定位。 

由此可见开展绿电交易的重要性。 

2. 激发绿电交易的需求 

2022 年 1 月 18 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促

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发改就业〔2022〕107 号），

提出要鼓励行业龙头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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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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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都将进一步加大企业购买绿电的需

求，有利于激发绿电交易市场的活力。 

3. 完善绿电交易的价格机制 

《关于做好 2023 年电力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

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22〕1861 号）中提出

要鼓励电力用户与新能源企业签订年度及以上的

绿电交易合同，为新能源企业锁定较长周期并且稳

定的价格水平。绿色电力交易价格根据绿电供需形

成，应在对标当地燃煤市场化均价基础上，进一步

体现绿色电力的环境价值，在成交价格中分别明确

绿色电力的电能量价格和绿色环境价值。 

4. 加强绿电交易和绿证交易、碳交易的市场

衔接 

《关于做好 2023 年电力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

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22〕1861 号）、《关于

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办函〔2022〕39 号）以及《促进绿色消费实施

方案》（发改就业〔2022〕107 号）等文件中都提出

要加强绿电交易与绿证交易、碳排放权交易之间的

有效衔接，其中，《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发改

就业〔2022〕107 号）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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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扩大绿电交易的市场规模 

2023 年 2 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

家能源局下发《关于享受中央政府补贴的绿电项目

参与绿电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体改〔2023〕

75 号），其中指出，扩大绿电参与市场规模，在推

动平价可再生能源项目全部参与绿电交易的基础

上，稳步推进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绿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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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绿电交易。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绿色电

力，参与绿电交易时高于项目所执行的煤电基准电

价的溢价收益等额冲抵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或归

国家所有；发电企业放弃补贴的，参与绿电交易的

全部收益归发电企业所有。由国家保障性收购的绿

色电力可统一参加绿电交易或绿证交易。由电网企

业依照有关政策法规要求保障性收购并享受国家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绿色电力，可由电网企业统一参

加绿电交易，或由承担可再生能源发展结算服务的

机构将对应的绿证统一参加绿证交易。上述绿电交

易产生的溢价收益及对应的绿证交易收益等额冲

抵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或归国家所有。不再由电网

企业保障收购、或由项目单位自主选择参加电力市

场的带补贴绿色电力，可直接参与绿电交易，也可

参与电力交易（对应绿证可同时参与绿证交易）。项

目单位参加绿电交易产生的溢价收益及参加对应

绿证交易的收益，在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发放时等

额扣减。 

（二）区域交易规则 

2022 年 1 月 25 日，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等部门

联合印发《南方区域绿色电力交易规则（试行）》（广

州交易〔2022〕15号）（以下简称“《南方区域规则》”），

适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开展的绿电交

易。2022 年 5月 23日，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发布《北

京电力交易中心绿色电力交易实施细则》（京电交

市〔2022〕24号）（以下简称“《国网区域规则》”），

适用国家电网经营区域内开展的绿电交易。 

在交易标的和售电主体方面，《南方区域规则》

和《国网区域规则》都明确了集中式风电和光伏，

其中《国网区域规则》还明确了分布式新能源可通

过聚合的方式参与绿色电力交易。 

在购电主体方面，《南方区域规则》明确为电力

用户、售电公司和电网企业，适时引入分布式电源、

电动汽车、储能等市场主体。《国网区域规则》明确

为电力用户、售电公司，具备条件后引入电动汽车、

储能等新型主体。 

在交易方式方面，《国网区域规则》以省内直接

交易为主，包括双边协商和挂牌等。而《南方区域

规则》分为直接交易和认购交易两种形式，直接交

易可选择协商、挂牌、竞价等交易方式，认购交易

可选择协商、挂牌等交易方式。 

在交易价格方面，《南方区域规则》和《国网区

域规则》都明确交易价格应体现绿电的电能价值和

环境价值，并参考绿色电力供需情况，合理设置绿

电交易价格的上、下限。《国网区域规则》还要求原

则上市场主体应分别明确电能量价格与绿色环境

权益价格。 

此外，《南方区域规则》和《国网区域规则》都

对绿电交易的市场范围、合同签署、合同执行、结

算、绿证核发、划转等事项进行了细化。 

（三）地方性政策 

继多项国家支持性政策和区域性规则出台之

后，部分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当地的绿电交易政

策，比如，2022年 4 月广西发布的《2022年广西绿

色电力市场化交易实施方案》，2022 年 6 月福建发

布的《福建省绿电交易实施细则（试行）》，2022 年

8 月安徽发布的《安徽省绿色电力交易试点规则》、

《关于开展 2022年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及《安徽省绿色电力交易实施细则》，2022 年 10

月陕西发布的《陕西省 2022 年绿色电力交易实施

方案》，2022年 11月天津发布的《天津市绿电交易

工作方案（2023年修订版）》，2022 年 12月河北发

布的《河北南部电网绿色电力交易方案》，2023 年

1月辽宁发布的《2023年辽宁省绿电绿证交易工作

方案》等，这些政策均对当地参与绿电交易市场的

范围和条件、交易方式、交易标的、交易组织、价

格机制、结算与考核 、绿证管理等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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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就交易标的，安徽、陕西特别明确参加

绿电交易的上网电量为平价上网的集中式风电和

光伏发电的电量；辽宁特别明确参加绿电交易的上

网电量为未纳入或自愿退出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

附加补助政策范围内的风电和光伏发电的电量。 

就交易价格，安徽特别明确绿电交易成交价格

分为电能量价格和绿色环境权益价格，其中电能量

价格按照中长期交易价格执行，即按照“基准价格

+上下浮动”形成，上下浮动范围不超过 20%，绿色

环境权益价格不设上限。辽宁特别明确成交价格为

发电侧上网电能量价格和绿证价格之和，具备条件

后电能量价格和绿证价格分别单独确定。电能量价

格不超过发电企业现行基准价。绿证价格不随电能

量时间和空间价格变化浮动。 

四、绿电交易的现存问题 

1. 绿电交易的活跃度不高 

从绿电供给角度来说，存量项目补贴金额高，

但如果参与绿电交易，则不能再继续享受补贴，因

此，导致该等项目的发电企业进入绿电交易市场的

意愿并不强烈。而平价项目目前投产规模较小，参

与绿电交易的规模也不大。此外，虽然绿电交易价

格除了电能价格外，还包括了环境价值，但目前环

境价值溢价不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发电企业

进入绿电交易市场的积极性。 

从绿电需求角度来说，当前，我国绿电交易仍

以自愿交易市场为主，一部分市场参与者是已提出

100%绿色电力生产目标的企业，另一部分是希望通

过使用绿电来降低被征收碳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

是自觉履行减碳任务的企业，购电方的绿电交易动

力尚需激发。 

2. 绿电交易市场供需不平衡，跨省交易存在

障碍 

当前，绿电市场供需呈现不平衡的状态。当前

绿电交易需求量大的企业主要分布在上海、浙江、

江苏、广东等东部地区，由于外贸经济发达、出口

型企业的绿电需求多，而风电资源相对较少，可交

易绿电规模较小，因此市场往往供小于求。而西北

和东北地区风电资源丰富，但经济产业相对孱弱，

对于绿电的需求较低，因此市场往往供大于求。在

这种供需不平衡的背景下，必然要开展省间绿电交

易，但由于各省市场规则政策不一、电价差异较大，

且受制于输电通道和本地消纳需求等约束，跨省交

易存在较多障碍。未来要扩大绿电交易规模必须要

解决跨区域绿电交易的难题，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

的相关储电技术和长距离输电技术。 

此外，如前所述，不同于传统的电力交易，绿

电交易不仅包括了传统电能价值，也体现了环境价

值。在绿色转型的背景下，大多数的用电资源密集

型企业会选择绿电资源来扩大生产，以此满足其减

少环境影响、提升绿电电力消费比重、树立企业良

好社会形象的需求。但由于各省都承担着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等约束性指标，送电省外售绿

电的意愿较低，也加大了绿电跨省交易的难度。因

此，尽可能减少区域壁垒和地方保护阻碍，避免部

分省份为了完成当地的配额指标而不愿意外售绿

电的情况，充分调动绿电输送的积极性，才能真正

实现绿电交易市场的活跃。 

3. 电-证-碳市场机制衔接不完善 

目前，我国存在绿证交易、绿电交易和碳排放

权交易三类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市场机

制，但三类市场之间的衔接并不充足： 

绿证交易是以绿色环境权益为导向，强调绿电

环境权益的归属关系，可为市场主体履行可再生能

源消纳责任提供补充手段。绿电交易则以实际消纳

绿电为导向，用电客户通过参与绿电交易履行消纳

责任，同步完成绿色环境价值的转移。虽然《试点

方案》提出了“证电合一”的方式，但由于“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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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只针对能够参与绿电交易的风、光发电量，

对于没有参加绿电交易的，还是证电分离的。而且

绿证交易与绿电交易本身都同时体现了绿电的环

境价值，导致“证电合一”难以完全统一。 

碳市场是另一项控碳减排促进高耗能产业转

型升级的机制，而目前碳市场尚未从机制上认可绿

电的减碳价值，导致绿电交易市场与碳交易市场的

绿电环境价值被重复计算。我们注意到《促进绿色

消费实施方案》（发改就业〔2022〕107号）中提出，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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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来绿电交易市场和碳市场可以形成有

效衔接，将会大力促进绿电交易市场的发展。 

五、绿电交易的发展趋势 

尽管目前绿电交易还存在诸多问题，但不可否

认的是，绿电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是大势所趋。 

1. 绿电交易的活跃度将进一步提升 

从国内来看，目前国内有绿电需求的企业主要

是三类：即作出绿色电力承诺的跨国企业、有明确

绿电需求的出口企业以及受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

高耗能企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全社会用电量

为 8.64 万亿度（同比+4%），其中，四大高耗能制造

业（化工、建材、黑色、有色）用电量 2.29 万亿

度（同比+1%）。而根据 2022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等

三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增可再生能

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的通知》，

现阶段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不纳入能源消

费总量控制。同时，《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发

改就业〔2022〕107 号）中提出加强高耗能企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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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高耗能企业可能或成为绿电交易的主要买家，绿电

需求的潜力或进一步释放。 

此外，国家政策鼓励行业龙头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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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承受能力较强的地

区逐步提升绿色电力消费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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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部分地区将绿电消纳

比例作为电力紧时段企业有序用电排序的重要参

考，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企业采购绿电的需求也

将大幅增加。未来随着更多有意愿的企业参与交易，

绿电交易规模将不断扩大。 

2. 绿电供给不足将得到改善 

目前市场上参与绿电交易的主要是平价光伏、

风电等新能源项目，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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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参与绿电交

易则不能再继续享受补贴，大部分存量项目由于补

贴金额较高而不愿意进入绿电交易市场。而《关于

享受中央政府补贴的绿电项目参与绿电交易有关

事项的通知》（发改体改〔2023〕75号）的出台，将

推进大量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绿电项目参

与绿电交易。该通知中提出享受可再生能源补贴的

绿电参与绿电交易时高于煤电基准电价的溢价收

益可等额冲抵补贴或归国家所有，绿电交易结算电

量占上网电量比例超过 50%且不低于本地区绿电结

算电量平均水平的绿电项目，由电网审核后可优先

兑付补贴，这意味着享受补贴的项目参与绿电交易

不会被完全取消补贴，而且该等项目的企业可以通

过绿电交易获得兑付补贴的优先权以改善其现金

流，进一步提高了享受补贴项目参与绿电交易的积

极性。随着大量享受补贴的项目进入绿电交易市场，

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绿电供给不足的问题。 

3. 绿电交易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将得到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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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当前跨省、跨区域绿电交易还存在

障碍，但对于新能源发电企业、用电客户而言，打

通跨省、跨区域绿电交易渠道，不仅可以解决新能

源消纳问题，也能及时满足用电客户的绿电需求，

同时，扩大绿电交易市场规模。 

未来随着绿电交易技术体制的完善，电力运输

能力将得到提高，跨省、跨区域绿电交易的技术性

障碍将得到改善。同时，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

建设，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下，区域壁垒和地方

保护阻碍将进一步减少，跨省、跨区域绿电交易市

场的活跃度将逐渐提升，交易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

绿电交易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将得到改善。 

4. “证电分离”与“证电合一”或将长期存

在 

绿电交易是一种“证电合一”的交易品种，即

绿电交易除了满足用电客户购买和消费绿电的需

求外，还提供了相应的绿色电力消费认购，实现了

绿电和绿证的同步交易，绿证不再是一种单独的交

易产品，而成为一种证明，绿证代表的环境价值也

并轨进绿电交易的价格中。 

在绿电交易启动之前，我国在 2017 年开始在

全国范围内试行绿证核发和自愿认购，建立了绿证

核发和认购平台及交易体系，绿证交易独立于电能

交易。 

虽然“证电合一”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认证、

流通、定价体系，但在新能源环境价值的兑换和体

现方面，绿电交易和绿证交易有异曲同工之妙，且

相比于绿电交易市场，绿证交易市场更加灵活和便

捷，对于一些不需要实际消纳绿电或具有不定期绿

证需求的企业而言，可以通过绿证交易满足其需求。

未来“证电分离”的绿证交易与“证电合一”的绿

电交易或将互为补充、长期存在，共同丰富我国绿

色价值市场化交易的品种。但在绿证、绿电、CCER

等交易机制并存的情况下，需要注意避免绿色环境

价值的重复销售或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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