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三步走”推动

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迎来规划蓝图

本报记者 刘杨

在国家能源局统筹组织下，《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发展规划蓝皮书》（简称《蓝

皮书》）于近日发布。其中提出，2025年前，新能源市场化消纳占比超50%；2029年

前，新能源全面入市，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电力现货市场正式运行。

机构分析认为，《蓝皮书》提出持续放开经营主体范围，高度强调市场化，建

立多层次市场体系，预计未来包括传统能源以及新能源在内的各电源种类将全面

进入市场化发展的新阶段。

明确“三步走”战略

“新型电力系统中，新能源的占比持续上升，电网结构日趋复杂，安全稳定要

求不断提高，传统的计划为主、分区平衡的模式已不能适应，必须要过渡到市场为

主、全国统筹的模式，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宋宏坤表示，建

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必然选择。

《蓝皮书》显示，目前，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规则体系基本建立，电力市场总

体框架基本形成，运营服务基础逐步完备，绿色消纳机制逐步建立，电力价格主要

由市场决定的机制初步建立，电力市场监管体系日趋完善。 2023年，全国市场交易

电量5.67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61.4%。 市场规模自2016年至今增长

近5倍。

不过，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仍面临多重问题和挑战。 《蓝皮书》指出，多层

次电力市场协同运行亟待进一步加强， 电力市场功能和交易品种有待进一步丰

富，支撑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和入市的政策机制仍需完善，提升系统充裕和灵活调

节能力的市场机制需要创新，电力零售市场亟待加快规范建设，电力市场风险防

范机制和监管体系亟待健全。

为此，《蓝皮书》提出，将分“三步走” 推动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这是首次明确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 。

《蓝皮书》提出三阶段发展目标，到2025年，初步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电

力市场顶层设计基本完善， 实现全国基础性交易规则和技术标准基本规范统一。

到2029年，全面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

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 到2035年，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支撑高水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成，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指明市场发展方向

“在‘双碳’ 目标下，随着新能源逐步转为主体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对电力市

场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求我们在技术上不断突破，更需在市场机制上勇

于破冰。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监事长潘跃龙认为，《蓝皮书》提出的建设全国统

一电力市场的路径和重点任务，也为各类经营主体指明了市场发展方向。

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黄学农在发布《蓝皮书》时指出，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应

坚持安全可靠、市场导向、守正创新、系统协调的基本原则，按照三个发展阶段目

标，分步骤、分阶段推进，近中期需完成构建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架构、功能完备

和品种齐全的市场体系、系统安全充裕灵活互动的市场机制、统一开放公平有序

的市场运营机制等8项重点任务。

其中，在构建功能完备和品种齐全的市场体系方面，推动现货市场按程序转

入正式运行，在2029年前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电力现货市场正式运行。 推动南方区

域电力市场在2029年前实现正式运行。

在构建系统安全充裕灵活互动的市场机制方面，要丰富新型储能参与市场的

方式。 逐步推动抽水蓄能电站作为独立经营主体参与市场，充分发挥系统调节能

力。 完善需求响应资源分级分类管理机制，进一步扩大需求响应资源池的规模和

范围。 到2025年，各省需求响应能力达到最大用电负荷的3%-5%，其中年度最大

用电负荷峰谷差率超过40%的省份达到5%及以上。

在提高电力市场建设运行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方面，要加强电力市场交易结

算管理。 形成统一的行业规范标准。 构建统一规范的电力市场信息披露体系。 落

实信息披露制度要求，落实信息安全保密责任，提高信息披露效率。

新能源入市节奏加快

黄学农介绍，新能源入市节奏正在进一步加快。 2023年全国新能源市场化交

易电量达6845亿千瓦时，占全部新能源发电的47.3%。部分大型发电企业新能源参

与市场比例已超过50%。 绿电、绿证交易规模不断扩大，2024年上半年全国绿电交

易电量达到1519.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3%，交易绿证1.6亿个。

针对我国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和如何有序推动其参与电力市场的相关问题，

《蓝皮书》提出了构建适应绿色低碳转型的市场机制。

《蓝皮书》指出，要持续扩大绿电交易规模，鼓励电力用户与新能源发电企业

签订多年期购电协议。 要完善大型风光基地参与市场方式。 要建立健全新能源进

入市场的价格机制，促进市场交易与保障性收购政策的有序衔接，保障新能源的

可持续发展。要统筹新能源入市节奏和规模。2025年前，新能源市场化消纳占比超

过50%；2029年前，实现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 稳妥推进水电、核电和分布式新能

源市场化步伐，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基础上按需入市。

华源证券分析认为，《蓝皮书》高度强调市场化，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蓝皮

书》提出持续放开经营主体范围，预计未来包括水电、核电等传统能源以及新能源

在内的各电源种类将全面进入市场化发展的新阶段。 对于新能源，《蓝皮书》提出

探索新能源进入电力市场的合理收益保障机制，有助于改变当下新能源在无保障

的情况下进入市场导致收益率大幅下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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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企提前完成全年销售目标 年末冲刺全面开启

●本报记者 李嫒嫒

截至12月2日记者发稿时，已有多家车企

披露11月销量及交付数据， 比亚迪月销再度

突破50万辆， 零跑汽车首次月交付突破4万

辆，小鹏汽车首次月交付突破3万辆，而新势

力“销冠” 理想汽车月交付下滑趋势明显，环

比下滑5%。

进入12月， 各家车企进入年终销量的最

后冲刺阶段。截至11月底，比亚迪、小米汽车、

零跑汽车率先完成了全年销量目标， 并向更

高销量冲刺。

销售分化程度明显

从目前各家车企披露的销量情况来看，

11月车市销售延续“金九银十” 热度，部分车

企的销量创月度新高。不过，理想汽车和蔚来

汽车11月交付量环比下滑， 哪吒汽车仍未披

露交付情况。

新势力车企中，11月， 理想汽车仍位居

“销冠” 位置，不过月交付跌破5万辆，当月交

付48740辆， 同比增长18.8%， 而环比下滑

5.25%， 这是理想汽车连续第2个月的月交付

出现环比下滑。

紧随其后的是鸿蒙智行，11月全系交付

41931辆， 当月鸿蒙智行旗下问界、 智界、享

界、尊界首次齐聚。 在广州车展开幕式上，鸿

蒙智行首款行政级轿车尊界S800正式亮相，

上市48小时预订量达2108辆， 将于明年春季

开启交付。

位居新势力交付榜第三的是零跑汽车，

11月零跑汽车月交付首次突破4万辆， 达到

40169辆，创月交付新高。

11月， 小鹏汽车和深蓝汽车月交付首次

突破3万辆。 其中，小鹏汽车交付30895辆，同

比增长54%，环比增长29%。 其中，面向主流

市场的车型小鹏MONA� M03上市3个月的

月交付连续过万辆。

蔚来汽车11月交付新车20575辆， 环比

微降。 其中， 蔚来品牌11月交付新车15493

辆，已连续2个月交付跌破2万辆。 而第二品

牌乐道11月交付新车5082辆。乐道首款车乐

道L60于9月28日开启交付，9月交付832辆，

10月交付4319辆，11月交付5082辆。 较小鹏

MONA� M03而言， 乐道L60交付节奏相对

缓慢。

小米汽车11月交付超2万辆， 已连续2个

月突破2万辆。

其他车企中，11月，比亚迪销量再破50万

辆，达50.68万辆，环比增长0.8%；吉利汽车销

量达25.01万辆，同比增长27%，其中纯电车

和插电式混动车销量达12.3万辆， 同比大幅

增长； 长安汽车新能源车月度销量首次突破

10万辆； 赛力斯的新能源汽车销量达3.68万

辆，同比增长54.58%。

已完成或接近全年目标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目前， 比亚

迪、小米汽车、零跑汽车已率先完成全年销量

目标，吉利汽车接近完成全年销量目标。 理想

汽车、 蔚来汽车等完成率超八成。 从整体来

看，车企销量目标完成情况较好。

具体而言， 比亚迪今年1-11月销量为

375.73万辆，超额完成全年销量目标。 比亚迪

销量持续向好，按照目前的销量情况来看，今

年比亚迪销量有望达420万辆。

零跑汽车今年1-11月累计交付25.12万

辆， 成为首家提前完成全年交付目标的新势

力车企。 12月1日，零跑汽车正式宣布，2025

年将挑战50万辆的交付目标。日前，零跑汽车

董事长朱江明在媒体沟通会上表示：“此前预

计零跑汽车将在2025年后半段实现盈利，现

在看来盈利时点将会提前。 ”

小米汽车在11月18日宣布， 提前完成全

年10万辆的交付目标， 将冲刺全年交付13万

辆的新目标。

吉利汽车1-11月销量为196.65万辆，完

成了全年200万辆销量目标的98.32%。 其中，

吉利汽车旗下的极氪品牌完成了销量目标的

84.7%。

理想汽车今年1-11月交付44.2万辆，若

按照全年50.18万辆交付目标计算， 今年前

11个月完成进度为88%，12月还需交付5.98

万辆。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理想汽车多次下

调交付目标，从最初的80万辆，下调至56万

辆-60万辆。 若按照四季度交付指引16万辆

-17万辆计算，其最低全年交付目标为50.18

万辆。

此外，1-11月， 蔚来汽车完成全年交付

目标的83%；岚图汽车完成率为74%；长城汽

车完成率为58%；小鹏汽车完成率为55%。

加大优惠力度

进入12月， 各家车企进入年终销量的最

后冲刺阶段，纷纷推出限时优惠活动。

12月2日，岚图汽车宣布，12月1日-12月

31日，下单岚图知音的用户，可享受配置升级

礼、尊享服务礼、金融购车礼、无忧保障礼等

最高5.7万元的限时优惠。此外，岚图知音首任

车主可享受终身免费充电权益。

极氪12月1日宣布，全系车型限时权益活

动延续，最高优惠11万元。理想汽车在11月29

日推出全系车型限时3年0息方案。 蔚来汽车

也宣布推出BaaS租金付三赠一等限时优惠。

“三季度以来，随着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力

度加大，叠加车企纷纷推出新品，乘用车市场

逐渐回暖，终端零售市场持续向好。 ”中汽协

副秘书长陈士华对记者表示。

据商务部数据，截至11月18日，全国汽车

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申请均突破200万

份，合计超过400万份。 在以旧换新政策助力

下，四季度汽车销量有望保持增长势头。

乘联会表示， 汽车报废更新与置换更新

政策效果将持续释放。预计，11月乘用车零售

240万辆，同比增长15.4%，环比增长6.1%。 其

中， 新能源汽车零售128万辆， 渗透率约

53.3%。

明确“三步走”战略

“新型电力系统中，新能源的占比持续上

升，电网结构日趋复杂，安全稳定要求不断提

高，传统的计划为主、分区平衡的模式已不能

适应，必须要过渡到市场为主、全国统筹的模

式，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 国家能源局副

局长宋宏坤表示，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是构

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必

然选择。

《蓝皮书》显示，目前，全国统一的电力市

场规则体系基本建立，电力市场总体框架基本

形成，运营服务基础逐步完备，绿色消纳机制

逐步建立，电力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的机制初

步建立， 电力市场监管体系日趋完善。 2023

年，全国市场交易电量5.67万亿千瓦时，占全

社会用电量比重为61.4%。市场规模自2016年

至今增长近5倍。

不过，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仍面临多重

问题和挑战。《蓝皮书》指出，多层次电力市场

协同运行亟待进一步加强，电力市场功能和交

易品种有待进一步丰富，支撑新能源大规模发

展和入市的政策机制仍需完善，提升系统充裕

和灵活调节能力的市场机制需要创新，电力零

售市场亟待加快规范建设，电力市场风险防范

机制和监管体系亟待健全。

为此，《蓝皮书》提出，将分“三步走” 推

动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这是首次明确全国统一

电力市场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 。

《蓝皮书》提出三阶段发展目标，到2025

年，初步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电力市场顶

层设计基本完善，实现全国基础性交易规则和

技术标准基本规范统一。 到2029年，全面建成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

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

到2035年，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支撑高水

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成，激发全

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在国家能源局统筹组织下，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发展规划

蓝皮书》（简称 《蓝皮书》）于

近日发布。 其中提出，2025年

前， 新能源市场化消纳占比超

50%；2029年前， 新能源全面入

市，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电力现货

市场正式运行。

机构分析认为，《蓝皮书》

提出持续放开经营主体范围，高

度强调市场化，建立多层次市场

体系，预计未来包括传统能源以

及新能源在内的各电源种类将

全面进入市场化发展的新阶段。

分“三步走”推动

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迎来规划蓝图

指明市场发展方向

“在‘双碳’目标下，随着新能源逐步

转为主体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对电力市场

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求我们在技

术上不断突破，更需在市场机制上勇于破

冰。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监事长潘跃龙

认为，《蓝皮书》 提出的建设全国统一电

力市场的路径和重点任务，也为各类经营

主体指明了市场发展方向。

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黄学农在发

布《蓝皮书》时指出，统一电力市场建

设应坚持安全可靠、市场导向、守正创

新、系统协调的基本原则，按照三个发

展阶段目标，分步骤、分阶段推进，近中

期需完成构建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架

构、 功能完备和品种齐全的市场体系、

系统安全充裕灵活互动的市场机制、统

一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运营机制等8项

重点任务。

其中，在构建功能完备和品种齐全的

市场体系方面，推动现货市场按程序转入

正式运行，在2029年前全国绝大多数省份

电力现货市场正式运行。 推动南方区域电

力市场在2029年前实现正式运行。

在构建系统安全充裕灵活互动的市

场机制方面，要丰富新型储能参与市场的

方式。 逐步推动抽水蓄能电站作为独立经

营主体参与市场， 充分发挥系统调节能

力。 完善需求响应资源分级分类管理机

制，进一步扩大需求响应资源池的规模和

范围。 到2025年，各省需求响应能力达到

最大用电负荷的3%-5%， 其中年度最大

用电负荷峰谷差率超过40%的省份达到

5%及以上。

在提高电力市场建设运行的标准化

规范化水平方面，要加强电力市场交易结

算管理。 形成统一的行业规范标准。 构建

统一规范的电力市场信息披露体系。 落实

信息披露制度要求，落实信息安全保密责

任，提高信息披露效率。

新能源入市节奏加快

黄学农介绍，新能源入市节奏正在进

一步加快。 2023年全国新能源市场化交易

电量达6845亿千瓦时，占全部新能源发电

的47.3%。 部分大型发电企业新能源参与

市场比例已超过50%。 绿电、绿证交易规

模不断扩大，2024年上半年全国绿电交易

电量达到1519.3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33%，交易绿证1.6亿个。

针对我国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和如何

有序推动其参与电力市场的相关问题，

《蓝皮书》提出了构建适应绿色低碳转型

的市场机制。

《蓝皮书》指出，要持续扩大绿电交易

规模， 鼓励电力用户与新能源发电企业签

订多年期购电协议。 要完善大型风光基地

参与市场方式。 要建立健全新能源进入市

场的价格机制， 促进市场交易与保障性收

购政策的有序衔接， 保障新能源的可持续

发展。要统筹新能源入市节奏和规模。2025

年前， 新能源市场化消纳占比超过50%；

2029年前，实现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稳妥

推进水电、 核电和分布式新能源市场化步

伐，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基础上按需入市。

华源证券分析认为，《蓝皮书》 高度

强调市场化，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蓝皮

书》提出持续放开经营主体范围，预计未

来包括水电、核电等传统能源以及新能源

在内的各电源种类将全面进入市场化发

展的新阶段。 对于新能源，《蓝皮书》提出

探索新能源进入电力市场的合理收益保

障机制，有助于改变当下新能源在无保障

的情况下进入市场导致收益率大幅下滑

的情况。

●本报记者 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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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密集回购

重要股东积极增持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期，多家上市公司披露回购、重要股东增持

方案。 以圣泉集团、阿特斯为代表的部分上市公司

近日发布了亿元级别大额回购方案。 一些公司披露

回购方案后不久，就实施了大手笔回购。 部分公司

变更了回购股份用途，例如，由“用于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

册资本” 。

获得回购、增持再贷款方面，数据显示，截至12

月2日19时，A股共有173家上市公司发布回购、增持

再贷款相关公告。

大额回购频现

一些上市公司近期发布大额回购方案和变更回

购股份用途。

圣泉集团12月1日晚间公告， 公司拟以2.5亿元

至5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32元/股（含）。

阿特斯11月29日晚间公告， 拟以5亿元至10亿

元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21.42元/股。回购的股

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部分公司变更了回购股份用途。 奋达科技12月

1日晚间公告，公司拟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将回购股

份用途由 “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

划”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

获得回购、增持再贷款方面，Wind数据显示，截

至12月2日19时，A股共有173家上市公司发布回

购、增持再贷款相关公告，涉及金额合计约386.2亿

元。 牧原股份、中远海能、东方盛虹、温氏股份、中国

石化等公司获得回购、增持再贷款金额居前。

及时披露回购进展

除了发布新一轮回购方案外， 不少公司日前还

披露回购进展。

部分公司已回购比例较高。 明德生物12月2日

晚间公告，截至11月29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约为1174.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5%；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

为20.9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5.33元/股，总成交金

额约为2.24亿元（不含交易税费）。

此前，明德生物披露的回购方案显示，公司拟回

购资金总额不超过3.5亿元、不低于1.75亿元，回购

价格不超过23元/股。 其中，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的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7500万元（含）且不

超过1.5亿元（含），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的股权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亿元（含）且不超过2

亿元（含）。

孚日股份12月2日晚间公告，截至2024年12月2

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2938.1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成交最高

价为5.3元/股，最低价为4.75元/股，支付总金额约为

1.49亿元。

此前， 孚日股份披露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

股份方案显示，公司拟以不超过6.5元/股的价格，回

购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公司股份，回购股份

用于出售。

不过， 也有部分公司迟迟未实施回购。 寒武纪

12月2日晚间公告，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297.77元/

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2000万元，不超过4000万

元，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尚未实

施股份回购。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

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大手笔增持

回购的同时，多家上市公司出现重要股东增持，

一些股东拟增持金额超1亿元。

冀中能源日前公告，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冀

中能源集团的增持计划， 冀中能源集团拟自公告披

露日起6个月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含），不高于4亿元

（含）。 本次增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威龙股份日前公告， 控股股东星河息壤计划自

公告披露日起6个月内， 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1000万

元（含），不超过2000万元（含）。 本次增持计划实

施前，星河息壤持有公司18.84%股份。

部分公司还通过可转债转股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麦格米特12月2日晚间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通过可转债转股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公

告。 公告显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童永胜基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成长价值的认可，于

2024年11月2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将其所

持有的34.3706万张公司可转换债券“麦米转2” 实

施转股，转换为112.3956万股麦格米特A股股票。 本

次可转债转股后，童永胜共持有公司股份9748.323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88%；童永胜及其一致行

动人王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372亿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24.53%。 本次增持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