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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随着电力市场改革进入深水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进一步提速。目前，我国首批8个电力现货

试点建设已初见成效，第二批现货试点相关工作稳步开展。另一方面，我国电力市场仍处在起步阶段，

需要针对参与市场发电机组和现货市场技术支持系统实际情况制定适用于电力现货市场出清的发电机

运行成本参数拆分、核定及市场出清后的运行成本补偿计算标准化方法，作为市场规则的补充。 

电力现货市场在系统电力电量平衡和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以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为优化目标，计

算运行日机组组合和出力；同时，为鼓励参与市场机组按市场需求安排发电，对遵守指令的机组进行运

行成本补偿。对可能行使市场力的机组，必要时参考发电成本替代其申报价格。发电成本参数核定以机

组能耗实测结果为基础，能够体现同类型机组的碳排放水平。正确拆分、核定机组运行成本参数，可以

提升电力现货市场出清边界条件的准确性，促进低碳调度，从经济性和碳排放两方面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同时为机组合理提供运行成本补偿提供参考。 

2 编制主要原则 

本标准结合我国现有政策、法规与标准， 以“参照国际、立足国情、服务应用、开放合作、严谨

科学”为基本原则，从促进电力现货市场平稳运营和电力系统平稳运行，保障参与现货市场机组遵守市

场出清结果和调度指令目的出发，构建本参数核定及运行成本补偿计算方法导致内容。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目前国际国内无同类标准。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了DL/T 1033.12 《电力行业词汇 第12部分：

电力市场》、DL/T 1834 《电力市场主体信用信息采集指南》、DL/T 1835 《燃气轮机及联合循环机组

启动调试导则》、DL/T 863 《汽轮机启动调试导则》、DLT/852 《锅炉启动调试导则》、Q/GDW 10021 

《中长期电力市场交易运营效果评价》、电监市场[2003]第22号 《电力市场运营基本规则（试行）》等

标准文件，保证标准相关内容和已发布标准的一致性。 

4 主要工作过程 

2022年6月-2022年8月，国网浙江电科院根据浙江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实际需求，提出了标准编制申

请，承担了此标准的制定工作，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并与工作组成员和相关专家就标准内容初步沟通

交流； 

2022年9月15日，工作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该次会议上，工作组成员讨论了本规范的编制目的、

意义和原则，制定了工作计划并做了任务分工； 

2022年9月-2022年10月，工作组汇总了研究情况，形成了标准草案，展开讨论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

行了安排； 

2022年11月，工作组持续开展沟通交流，就碳排放价格在成本中的体现、部分术语定义等内容进行

了明确，并在此基础上修订草案； 

2023年2月，工作组小范围征求专家意见； 

2023年3月-7月，工作组针对专家意见进行讨论，以增强标准普适性为目的修改标准草案，增补“运

行成本参数核定周期及范围”相关章节，增补部分术语定义内容； 

2023年8月，修改专家意见内容，形成正式征求意见稿，提交工作组，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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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结构和内容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发电机组运行成本参数核定的主要任务是规范现货市场环境下，市场出清计算所用机组各项成本

参数能够反映机组真实成本水平，保障市场公平运营和各市场主体利益；运行成本补偿计算的主要任务

是确保市场机组在遵循调度指令运行时不亏损，相关内容应与机组运行成本参数相匹配。本标准不涉及

发电机能耗实测的方法和步骤。 

5 运行成本参数核定周期及范围 

5.1 运行成本参数核定周期 

5.2 运行成本参数核定范围 

6 启动过程成本参数核定 

6.1 冷态启动过程成本参数核定 

冷态启动过程成本由机组准备冷态启动至并网过程成本和机组并网至最小技术出力过程成本两部

分组成。成本应包含冷态启动过程中的燃料消耗成本、厂用电成本、用水成本、其他各项物料成本及碳

排放成本在内的总运行成本。 

机组冷态启动过程成本参数一般可按以下方法计算：首先根据机组冷态启动过程期间的燃料和物

料消耗量及其对应市场价格计算机组冷启动过程期间的燃料和物料成本，然后根据机组在冷启动过程

中两个阶段的燃料和物料成本及燃料和物料成本占总运行成本（含碳排放成本）的比例分别计算机组冷

态启动过程中两个阶段的运行成本，最后将两个阶段的运行成本总加得到机组冷态启动过程的成本参

数。在市场初期或条件不具备时，可使用冷态启动至并网过程的运行成本替代冷态启动过程成本参数。 

6.2 温态启动过程成本参数核定 

6.3 热态启动过程成本参数核定 

7 机组边际电能成本参数及空载成本参数核定 

7.1 机组变动成本曲线拟合 

7.2 机组边际电能成本参数核定计算 

机组边际电能成本参数核定可以机组的变动成本曲线为基础，选取需要核定边际电能成本的出力

段，计算机组变动成本曲线上该出力段对应变动成本点间的斜率，该斜率即为该出力段的机组边际电能

成本参数。 

7.3 机组空载成本参数核定计算 

机组空载成本参数应为机组在最小技术出力时的小时变动成本减去机组在最小技术出力点的小时

电能成本。 

8 运行成本补偿计算方法 

8.1 运行成本补偿原则 

运行成本补偿需要确保市场机组在遵循调度指令运行时不亏损，即机组市场收益与运行成本补偿

之和大于等于机组运行成本。未遵循调度指令运行或未在运行日开机的机组不具备运行成本补偿资格。

运行成本补偿应按日进行，可在日前市场和实时市场分别计算。 

8.2 机组现货市场运行成本计算方法 

8.3 机组现货市场收益计算方法 

8.4 运行成本补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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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文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