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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参与辅助服务 

市场交易规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中发〔2015〕9 号）精神，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

建立用户参与的辅助服务分担共享机制，培育市场化用户负荷

管理能力，促进发、用电资源优化配置和清洁能源消纳，提升

电网调节能力和安全经济运行水平，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制定依据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

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 号）及其相关配

套文件、《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完善电力辅助服务补偿（市场）

机制工作方案>的通知》（国能发监管〔2017〕67 号）、《国家发

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的指导意见》

（发改能源〔2018〕364 号），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

标准。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是指为提升能

源清洁利用水平和电力系统运行效率，促进源网荷协调互动发

展，由江苏电力市场用户根据电力系统运行需要，可聚合其内

部分布式电源、自备电厂、充电站和储能等负荷侧资源组成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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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电厂，提供的增加或降低的用电负荷。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

荷辅助服务市场，包含中长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和短期可

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 

第四条 本规则适用于在江苏开展的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

荷辅助服务市场交易。 

第五条 国家能源局江苏监管办公室（以下简称江苏能源监

管办）负责江苏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的监督与

管理，负责监管本规则的实施。 

第二章 市场成员 

第六条 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成员包括市

场主体、电网企业和市场运营机构。市场主体为参与江苏电力

市场中长期交易的电力用户和售电公司。市场运营机构包括电

力调度机构（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和电力交易机构（江苏

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第七条 参与江苏电力中长期市场批发交易的一类用户向

电力交易机构提交辅助服务市场入市承诺后，可直接参与电力

市场用户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 

第八条 参与江苏电力中长期市场零售交易的二类用户，通

过签约的售电公司参与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

除需提交辅助服务市场入市承诺外，还需提交其与签约的售电

公司参与负荷调节的协议，明确职责义务，约定获取补偿收益

分成及违约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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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市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一）电力市场用户 

1.按规则参与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提供

市场化交易必须的电力电量需求、用电负荷预测曲线以及相关

参数信息，按照交易结果提供电力可调负荷辅助服务； 

2.为保障电网安全，电力市场用户应加强设备运行维护，

提供可调负荷辅助服务时必须满足自身设备安全的相关要求。 

3.按规则参与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结算； 

4.依法依规披露和提供信息，获得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

辅助服务市场交易相关信息； 

5.具备满足参与市场化交易要求的技术支持手段； 

6.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二）售电公司 

1.按规则参与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按照

交易结果组织签约的二类用户提供负荷调节辅助服务；  

2.提供与签约二类用户签订的参与负荷调节的协议，明确

职责义务、补偿费用分成比例、考核费用分摊比例； 

3.按规则提供签约二类用户参与市场化交易必须的电力

电量需求、用电负荷预测曲线以及相关参数信息； 

4.按规则参与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结算； 

5.依法依规披露和提供信息，获得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

辅助服务市场交易相关信息，承担用户信息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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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备满足参与市场化交易要求的技术支持手段； 

7.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电网企业的权利和义务 

（一）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的输配电服务和电网接入服务，

提供报装、计量、抄表、收费等各类供电服务； 

（二）依法依规披露和提供信息，向市场运营机构提供支

撑市场化交易和市场服务所需的相关数据，按照国家网络安全

有关规定实现与市场运营机构的数据交互；  

（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市场运营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一）电力交易机构 

1.负责市场主体注册管理； 

2.负责提供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交易结

算依据及相关服务； 

3.负责中长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日常运营； 

4.建设、维护中长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技术支持系统； 

5.依据市场规则组织交易，通知市场主体按交易结果提供

辅助服务； 

6.负责披露相关市场信息； 

7.向调度机构提供中长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交易结

果和调用结果； 

8.评估中长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运行状态，提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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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建议； 

9.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二）电力调度机构 

1.负责发布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调用需求； 

2.负责短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日常运营； 

3.建设、维护短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技术支持系统； 

4.依据市场规则组织交易，按照交易结果进行调用； 

5.负责披露相关市场信息； 

6.向交易机构提供短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交易结果

和调用结果； 

7.评估短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运行状态，提出规则修

改建议； 

8.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 中长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组织 

第十二条 中长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是指以月度为交

易周期，在月前常态化组织开展的次月可调负荷辅助服务交易。 

第十三条 调度机构根据电网运行需要，向交易机构提供

中长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的调用需求。如需进行分区调节，由

电网企业根据调度机构需求，分解分区用户名单提供给交易机

构。 

第十四条 市场主体按照用电户号，分日期、时段申报最

大、最小出力曲线、调节价格及执行日全天 96 点的用电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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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 

第十五条 月底前，电力交易机构按照规则完成次月中长

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交易的组织工作。 

第十六条 采用集中竞价的方式，按照调节价格由低到高

确定执行日各个时段的中标用户排序。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

照申报时间的先后进行排序。确定并发布中标用户名单及调节

量。 

第十七条 中长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交易结束后，电力交

易机构应当根据经安全校核后的交易结果，对月度交易结果进

行汇总，于月底前发布汇总后的交易结果。 

第十八条 在执行日，市场主体根据交易中标结果，自行

调整用电负荷。 

第十九条 具体申报时段按照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

格政策文件规定的峰平谷时段执行。 

第二十条 交易机构按照交易出清时的基线平均负荷、申

报的执行日用电曲线，执行日的实际用电情况对市场主体予以

补偿和考核。 

第四章 短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组织 

第二十一条 短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是指在日前根据

电网需要，组织开展的次日短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交易。 

第二十二条 参与短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交易的市场主体

应每日（工作日）12:00 前，向调度机构申报次日至下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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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全天 96 点分时用电电力预测曲线。遇法定双休日或节假日，

需连续申报多天预测，直至双休日或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第二十三条 售电公司需逐一申报其代理的具备调节能力

的用户全天 96 点分时用电预测电力，用于短期可调负荷辅助

服务交易基线确定。 

第二十四条 一类用户和售电公司具备条件的可每日（工

作日）12:00 前，向调度机构申报次日至下一工作日全天 96 点

分时总用电预测电力，调度机构按日统计分时用电电力预测准

确率，遇供电系统故障、参与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辅助服务

市场、实施需求侧管理等情况，相应时段准确率免于统计。后

期供相关政府部门选择年预测准确率达到现货市场要求的市

场主体优先进入现货电能量市场试点。 

第二十五条 工作日 14:00 前，调度机构根据电网需要，

发布次日短时可调负荷辅助服务交易需求，包括需求量、需求

时段等信息，同时告知市场主体次日基线。对于售电公司，调

度机构逐一提供其代理的具备调节能力的用户次日基线。 

第二十六条 工作日 15:00 前，参与短期可调负荷辅助服

务交易的市场主体按照用电户号完成次日申报，包括可增加或

减少用电电力、响应时段、申报价格。初期，响应持续时间不

小于一小时，连续响应时段内只能申报一个价格并设置报价上

限。 

第二十七条 工作日 16:30 前，调度机构出清短期可调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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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辅助服务交易，发布经安全校核的市场出清结果。 

第二十八条 工作日 17:00 前，市场主体上报预安排调节

的用户明细，并根据中标结果，提前做好相关用户用电预安排，

保证执行日实际执行效果。 

第二十九条 执行日，中标市场主体根据日前中标结果，

自行调节用电负荷。 

第三十条 调度机构根据市场主体上报的预测用电数据和

实际用电数据，评估实际调节情况和有效调节电量，按日前市

场出清价和有效调节电量对市场主体予以补偿。 

第三十一条 调度机构、电网企业为售电公司代理的用户

提供补偿参考数据。 

第五章 计量与结算 

第三十二条 江苏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费

用实行月结月清。市场主体参加江苏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辅

助服务市场，不影响其在江苏电力中长期市场的电费结算。 

第三十三条 市场运营机构负责记录市场主体辅助服务交

易、调用、计算等情况。 

第三十四条 市场主体用电数据以电网企业提供的计量数

据为准，如发生数据丢失且无法追补的情况，可采取前后有效

数据点等额差值法弥补。 

第三十五条 电力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电网企业按

照本规则配合做好市场结算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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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电力市场用户可调负荷参与辅助服务市场补

偿费用由所有市场化用户按照当月实际用电量占比分摊。 

第六章 信息披露 

第三十七条 市场运营机构应按相关规定发布可调负荷辅

助服务市场相关信息。 

第三十八条 市场运营机构应在每月第 10 个工作日前发

布上月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月度信息。各市场主体如对信息

有异议，应在信息发布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市场运营机构提出

核对要求。 

第三十九条 市场运营机构应在 2 个工作日内，将每日用

电曲线预测准确率、用电预测偏差数据、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

场执行情况等信息向市场主体发布。各市场主体如对结果有异

议，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向市场运营机构提出核对要求。 

第七章 市场监管 

第四十条 市场运营机构按照“谁运营、谁防范，谁运营、

谁监控”的原则，履行市场运营、市场监控和风险防控等职责，

采取有效风险防控措施。 

第四十一条 市场运营机构加强对市场运营情况的监控分

析，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向江苏能源监管办提交市场监控分析报

告。 

第四十二条 江苏能源监管办对市场交易实施监管。主要

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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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主体履行电力系统安全义务情况； 

（二）市场主体参与交易情况； 

（三）市场主体的集中度和行使市场力情况； 

（四）市场主体的运营情况； 

（五）执行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交易规则情况； 

（六）不正当竞争、串通报价和违规交易行为； 

（七）市场履约等信用情况； 

（八）市场信息披露和报送情况； 

（九）市场相关技术支持系统建设、维护、运营和管理情

况； 

（十）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内容。 

第四十三条 江苏能源监管办可采取现场或非现场方式对

本规则实施情况开展检查，依法依规对市场主体、电网企业和

运营机构违规行为进行处理。 

第四十四条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江苏能源监管办可对市

场进行干预，也可授权市场运营机构进行临时干预： 

（一）电力系统内发生故障危及电网安全； 

（二）市场交易发生恶意串通操纵市场的行为，并严重影

响交易结果的； 

（三）市场技术支持系统或交易平台发生故障，导致交易

无法正常进行的； 

（四）因不可抗力市场化交易不能正常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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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场交易规则不适应电力市场交易需要，必须进行

重大修改的； 

（六）市场发生其他严重异常情况的。 

第四十五条 市场干预的主要手段包括但不限于： 

（一）调整市场限价； 

（二）调整市场准入和退出规则； 

（三）暂停市场交易，处理和解决问题后重新启动。 

第四十六条 市场干预期间，市场运营机构应当详细记录

干预的起因、起止时间、范围、对象、手段和结果等内容，并

向江苏能源监管办报告。 

第四十七条 因可调负荷辅助服务交易、调用、统计及结

算等情况存在争议的，提出争议方应在争议发生 30 日内向江

苏能源监管办提出书面申请，江苏能源监管办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处理，逾期不予受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规则及所涉重要指标取值由江苏能源监管

办负责解释和调整。 

第四十九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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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中长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交易费用计算方法 

一、基线平均负荷的确定原则：  

（一）按照双休日、法定节假日两种日期分类，分别确定

执行日峰平谷各时段的基线平均负荷。如发生调休，按照国家

实际休假安排进行确定； 

（二）双休日基线平均负荷=用户前 4 个双休日峰平谷各

时段的平均负荷*（1+上月全省调度用电量环比增长率）； 

（三）法定节假日基线平均负荷=上一年度同期平均负荷

*
1

K + 用户前 1 个可类比法定节假日峰平谷各时段的平均负荷

*
2

K ； 

（四）工作日基线平均负荷=用户前 5 个工作日峰平谷各

时段的平均负荷*（1+上月全省调度用电量环比增长率）； 

（五）若历史日已参与中长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市场，则

将当日的基线负荷作为平均负荷； 

（六）
1

K =0.6，
2

K =0.4，后期可由江苏能源监管办根据交

易组织实施情况适时调整。 

二、补偿、考核费用计算方法 

削峰：各时段调节量=基线负荷-实际负荷 

填谷：各时段调节量=实际负荷-基线负荷 

（一）对于调节量为正的用户，执行日当天的补偿费用 iG

计算公式如下：  

  时段小时数申报价格各时段调节量  ii
KPG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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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负荷预计准确率 Pt计算公式为： 

2ai fi
t

i=1

-1
= - %

N

B

Y Y
P

N Y
（1 （ ））100  

计算所得 Pt值≤0.5 时，负荷预测准确率取值为 0.5。 

aiY 为某一时刻用电电力实际值； 

fiY 为某一时刻用电电力计划值； 

BY 是用户当日平均实际用电电力，按日统计； 

N为当日全天采样点总数（每 15分钟一个点，全天 96点）。 

iK 表示签约用户补偿费用分成比例。一类用户的 iK 值为

1.0。二类用户的 iK 值为办理市场准入时提交并与售电公司确

认的辅助服务市场补偿费用的分成比例。 

（二）对确认参与调节但实际调节量为负的用户，将进行

考核，每日考核费用 iH 计算公式如下：  

  时段小时数申报价格各时段调节量
考核

 ii
JH K  

其中，K 考核值为考核费用调节系数，暂定为 0.5，后期可

由江苏能源监管办视执行情况动态调整。 

iJ 表示签约用户考核费用分摊比例。一类用户的 iJ 值为

1.0。二类用户的 iJ 值为办理市场准入时提交并与售电公司确认

的辅助服务市场考核费用的分摊比例。 

（三）售电公司每日的补偿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表示与售电公司签约的某个二类用户； 

  



N

i
i

KP
1

t
1 ）（时段小时数）申报价格（各时段调节量补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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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表示与售电公司签约的二类用户的总数。 

（四）售电公司每日的考核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表示与售电公司签约的某个二类用户； 

          N表示与售电公司签约的二类用户的总数。 

三、报价上限 

谷段报价上限： 250 元/兆瓦时 

平段报价上限： 600 元/兆瓦时 

峰段报价上限： 900 元/兆瓦时 

当前的峰平谷各时段为：0:00-8:00（谷段），8:00-12:00

（峰段），12:00-17:00（平段），17:00-21:00（峰段），

21:00-24:00（平段）。 

 

  

  



N

i
i

JK
1

1 ）（时段小时数申报价格）各时段调节量（考核费用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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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短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交易费用计算方法 

一、用电电力预测准确率计算方法 

4 4

, ,24
21 1

4
1

,

1

1
(1 ( ) ) 100%

24

sj abi yc abi

a

b

sj abi

y dx y dx

P

y dx




  
 




 

,sj abiy 为市场主体 a 日第 b 小时第 i 个采样点的实际用电电

力，
,yc abiy 为市场主体 a 日第 b 小时第 i 个采样点的实际预测电

力， aP 为市场主体 a 日用电电力预测准确率。 

市场主体全月用电电力预测准确率计算方法如下： 

1

1
=

N

a

a

P P
N 

月  

N 为全月天数， P月为全月用电电力预测准确率。 

对于一类用户和售电公司，计算其用电电力预测准确率，

用于现货电能量市场试点用户优选条件。 

二、基线确定方法 

根据用户申报的短期负荷预测数据，考虑各采样点（每天

96 点）预测偏差率，计算得到用户响应时段基线。 

, ,

,

100%
sj ai yc ai

ai

yc ai

y y
z

y


   

30

1

30

ai

a
i

z

z 


 

, ,(1 )jx bi i yc biy z y    

aiz 为用户 a 日采样点 i 的预测偏差率， ,sj aiy 为用户 a 日采

样点 i 的实际用电电力， ,yc aiy 为用户 a 日采样点 i 的预测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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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iz 为用户参与短期可调负荷填谷辅助服务（b 日）前 30

天采样点 i 的平均预测偏差率，
,yc biy 为用户参与短期可调负荷

填谷辅助服务（b日）采样点 i的预测用电电力，
,jx biy 为用户参

与短期可调负荷填谷辅助服务（b 日）采样点 i的基线。 

三、短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交易申报价格上限 

市场建设初期，设置申报价格上限。调度发布的需求时段

大于或等于 4小时，申报价格上限为 1000元/兆瓦时。调度发

布的需求时段小于 4 小时，申报价格上限为 2000 元/兆瓦时。 

四、短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交易补偿原则 

填谷： , , ,tj bi sj bi jx biy y y   

削峰： , , ,tj bi jx bi sj biy y y   

,tj biy 为用户 b 日采样点 i 实际调节电力，
,sj biy 为用户 b 日采

样点 i的实际用电电力，
,jx biy 为用户 b 日采样点 i的基线。 

补偿按照每 15 分钟一个采样点计算。实际调节电力大于

日前中标电力的 120%，该采样点按日前中标电力的 120%进行

补偿。实际调节电力小于日前中标电力的 70%，该采样点不补

偿。 

五、短期可调负荷辅助服务交易补偿计算方法 

用户 t补偿费用计算方法如下： 

短期可调负荷交易补偿费用=

m

tj,bi

1

yt dx  k p  

,tj biy 为用户 b 日具体采样点 i 实际调节电力（ ,tj biy 大于或等

于 ,zb biy 70%），p为用户该响应时段日前中标价格，m 为有效补偿



17 

 

总时间。
tk 表示用户 t 补偿费用分成比例。一类用户的

tk 为 1。

二类用户的
tk 为办理市场准入时提交并与售电公司确认的辅助

服务市场补偿费用的分成比例。 

售电公司补偿费用计算方法如下： 

短期可调负荷交易补偿费用= ,

1 1

(1 )

mM

t tj bi

t

k p y dx


     

t 表示与售电公司签约的某个二类用户，M 表示与售电公

司签约的二类用户的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