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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电力供需平衡预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规范全省电量平衡预案

编制，强化优先发电、优先购电计划管理，根据《山西省电

力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分工》精神及相应配套文件规定，结合

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山西区域内的有关电网企业、发

电企业、自山西电网购电的企业及其他涉及全省电量平衡预

案分配及优先发电、优先购电计划的企业。 

第三条  山西省能源局（以下简称省能源局）负责山西

省电量平衡预案编制及优先发电、优先购电的管理工作，负

责监督本办法的实施。 

 

第二章 编制原则 

 

第四条  坚持市场配置资源。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

发用电计划，完善电力市场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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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降低用电成本。 

第五条  坚持绿色安全保供。遵循环保、节能、高效的

发展理念，促进电力行业健康发展，保障电能的发、输、配、

用动态平衡，切实保障民生用电，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保障电力有序供应，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第六条  坚持可再生能源发电优先。优化能源结构，落

实可再生能源发电保障性收购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

业参与市场交易，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力消费终端的比

例，促进可再生能源持续健康发展。 

第七条  坚持公平公开公正。保证电力市场公平开放，

建立规范的用电企业、售电公司和发电企业直接交易机制，

创新交易思路和模式，坚持电力资源的开放共享、科学公平，

促进相关市场主体共赢发展。 

 

第三章  优先购电 

 

   第八条  优先购电适用范围 

1.第一产业用电; 

2.居民生活用电; 

3.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用电,包括党政军机关、

学校、医院、公共交通、金融、通信、邮政、供水、供气等

涉及社会生活基本需求,或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部门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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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用电。 

第九条  省级电网企业负责制定优先购电用户名单、根

据保障需要，进行动态调整。每年 1 月 15 日前除居民用户

以外的优先购电用户名单报省能源局备案。 

第十条  对于符合优先购电适用范围的电力用户，应将

其生产、提供服务以及工作期间的用电量全额纳入优先购电

计划。 

 

第四章 优先发电 

 

    第十一条  优先发电适用范围 

（一）一类优先发电: 

(1)纳入规划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发电; 

(2)为满足调峰调频和电网安全需要发电; 

(3)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和燃气热电联产机组供热期发

电。为保障供热需要,供热方式合理、实现在线监测并符合

环保要求的背压式和燃气机组以外的其他热电联产机组,在

供热期按照同等优先原则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以热定电”,

优先出售电力电量。 

（二）二类优先发电: 

(1)跨省跨区送受电、清洁能源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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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电机组发电; 

(3)余热、余压、余气、煤层气等资源综合利用机组发

电。 

第十二条 优先发电电量原则上由“保量保价”和“保

量竞价”两部分电量组成，实行“保量保价”的优先发电量

由电网企业按照政府定价收购；实行“保量竞价”的优先发

电量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价格，发电企业按市场规则参与交

易。 

    第十三条  纳入规划的风能、太阳能发电机组按照《可

再生能源法》和国家及我省有关新能源发电收购政策规定，

安排优先发电量。纳入规划的生物质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发

电,按照资源条件对应的发电量安排优先发电量。 

    第十四条  水电机组、煤层气、瓦斯气、余热、余压等

资源综合利用机组按照资源条件对应的发电量安排优先发

电量。 

    第十五条  燃气机组按照省发改委有关文件规定安排

优先发电量。 

第十六条  热电联产机组发电在供热期按照“以热定电”

原则,根据供热量和热电比预测的发电量安排优先发电量。 

第十七条  对贫困地区机组、深度调峰机组、电网迎峰

度夏（冬）等政策奖励电量和关停淘汰机组补偿电量，按照

有关政策要求安排优先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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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对中发〔2015〕9 号文件颁布实施后核准并

投产的燃煤机组，原则上不再安排优先发电量，不再执行政

府定价。 

 

第五章  供需动态平衡 

 

第十九条  电量需求预测。基于全国及我省上一年度宏

观经济运行情况，结合下一年度全国及我省宏观经济运行研

判，预测出下一年度全省省内电力用户电量需求总量。包括

市场交易电量和优先购电量两部分。 

第二十条  电量供给预测。依据全省电量需求总量预测，

按照“以用定发”的原则，考虑网损及厂用电量情况，加上

国家确定的电力外送合同电量，倒推确定全省发电企业应安

排的发电量。包括市场交易电量和优先发电量两部分。 

第二十一条  电量供需动态平衡。依据优先购电量确定

“保量保价”的优先发电量，达到优先购电量和“保量保价”

优先发电量的平衡；“保量竞价”的优先发电量纳入发电侧

的市场交易电量，实现用户侧市场交易电量和发电侧的市场

交易电量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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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二条  全省电量平衡预案的编制应充分征求各

相关方面的意见，根据各相关方面反馈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通过合法性和公平性审核，局务会议审议后印发实施。 

第二十三条  全省电量平衡预案执行过程中，优先发电

量和优先购电量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市场化交易电量

可根据省内外用电需求情况适时调整，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第二十四条  省电力公司负责对优先发电量进行月度

分解，并月结月清，优先电量按照中长期及现货规则进行分

解，保障按照政府定价的优先发电量的落实。电网企业负责

对优先购电量按照政府定价向优先购电用户保障供电，要保

障优先购电用户的用电需求，尤其是要优先保障重要部门、

居民生活、医药及防疫物资生产供应用电需求，保障向京津

唐及首都的供电安全。 

第二十五条  山西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要主动开拓

省外用电市场，积极争取更多外送电力交易；按要求做好全

省电力中长期交易的申报、交易、结算等工作。结合省内外

交易情况，编制发电企业月度发电计划。 

    第二十六条  省电力公司调度中心根据交易中心的月

度发电计划和用电需求曲线，科学合理编制发电曲线，落实

优先发电计划，保障全省电力有效供给。要及时进行全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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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供需分析预测，在电力供应出现缺口时应及时向省能源局

汇报，适时调用应急调峰储备机组，应急调峰储备机组每次

开机后至少运行 7 天，在全省电力供需趋于平衡后，将应急

调峰储备机组解网退运。 

    第二十七条  省电力公司调度中心和山西电力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要细化电网安全约束条件，总结分析市场交易情

况和电力供需情况，按季度召开市场交易信息发布会，及时

向市场主体公布相关信息，通报电力市场信息情况，接受市

场主体的监督。 

第二十八条  省能源局于每月初组织省电力公司调度

等相关部门和山西电力交易中心，召开电力运行月度例会，

研究分析上月全省电力电量平衡情况和市场交易落实情况，

对电力运行和市场交易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确保全

省电力热力稳定供应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第二十九条  各发电企业要强化市场意识，转变经营理

念，主动研究电力市场，拓展电力用户，积极参与电力市场

交易。要保障电煤的合理储备，做好发电设备的运行管理，

加强机组运行维护，及时消除设备缺陷，提高设备运行质量。

要严格服从调度指挥，自觉维护电网安全，保障全省电力热

力稳定供应，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第三十条 各市能源局要积极会同市供电部门，做好地

调机组的运行管理。达到超低排放标准要求的地调燃煤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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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其发电利用小时不得超过全省发电企业的平均利用小

时数。未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或改造后未达到超低排放标准的

地调燃煤发电企业及无发电业务许可证的发电企业（国家规

定豁免的除外）不得安排发电量，不得启动运行（含自备机

组和未并网机组）。要强化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分散式风电的

运行管理，认真组织落实国家有关鼓励新能源发展的相关政

策。 

第三十一条  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电力现货

市场的连续不间断运行，电力调度将由目前的计划调度调整

为市场调度。如有国家或省相关政策调整，按新政策规定执

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1 月 1日施行， 2025

年 10月 31日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