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分

时电价机制的通知

发改价格〔2021〕109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

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电价改革、完善电价形成机

制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分时电价信号作用，服务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现就进一步完善分时电

价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适应新能源大规模发展、电力市场加快建设、电力系统峰谷特性

变化等新形势新要求，持续深化电价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决定

价格作用，形成有效的市场化分时电价信号。在保持销售电价总水平

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目录分时电价机制，更好引导用户削

峰填谷、改善电力供需状况、促进新能源消纳，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

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提供支撑。

二、优化分时电价机制

（一）完善峰谷电价机制。

1.科学划分峰谷时段。各地要统筹考虑当地电力供需状况、系统

用电负荷特性、新能源装机占比、系统调节能力等因素，将系统供需



紧张、边际供电成本高的时段确定为高峰时段，引导用户节约用电、

错峰避峰；将系统供需宽松、边际供电成本低的时段确定为低谷时段，

促进新能源消纳、引导用户调整负荷。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比重高的

地方，要充分考虑新能源发电出力波动，以及净负荷曲线变化特性。

2.合理确定峰谷电价价差。各地要统筹考虑当地电力系统峰谷差

率、新能源装机占比、系统调节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峰谷电价价差，

上年或当年预计最大系统峰谷差率超过 40%的地方，峰谷电价价差原

则上不低于 4:1；其他地方原则上不低于 3:1。

（二）建立尖峰电价机制。

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在峰谷电价的基础上推行尖峰电价机制。尖

峰时段根据前两年当地电力系统最高负荷95%及以上用电负荷出现的

时段合理确定，并考虑当年电力供需情况、天气变化等因素灵活调整；

尖峰电价在峰段电价基础上上浮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20%。热电联产机

组和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大、电力系统阶段性供大于求矛盾突出的地

方，可参照尖峰电价机制建立深谷电价机制。强化尖峰电价、深谷电

价机制与电力需求侧管理政策的衔接协同，充分挖掘需求侧调节能

力。

（三）健全季节性电价机制。

日内用电负荷或电力供需关系具有明显季节性差异的地方，要进

一步建立健全季节性电价机制，分季节划分峰谷时段，合理设置季节

性峰谷电价价差；水电等可再生能源比重大的地方，要统筹考虑风光

水多能互补因素，进一步建立健全丰枯电价机制，丰、枯时段应结合



多年来水、风光出力特性等情况合理划分，电价浮动比例根据系统供

需情况合理设置。鼓励北方地区研究制定季节性电采暖电价政策，通

过适当拉长低谷时段、降低谷段电价等方式，推动进一步降低清洁取

暖用电成本，有效保障居民冬季清洁取暖需求。

三、强化分时电价机制执行

（一）明确分时电价机制执行范围。各地要加快将分时电价机制

执行范围扩大到除国家有专门规定的电气化铁路牵引用电外的执行

工商业电价的电力用户；对部分不适宜错峰用电的一般工商业电力用

户，可研究制定平均电价（执行分时电价用户的平均用电价格），由

用户自行选择执行；不得自行暂停分时电价机制执行或缩小执行范

围，严禁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为名变相实施优惠电价。鼓励工商业用

户通过配置储能、开展综合能源利用等方式降低高峰时段用电负荷、

增加低谷用电量，通过改变用电时段来降低用电成本。有条件的地方，

要按程序推广居民分时电价政策，逐步拉大峰谷电价价差。

（二）建立分时电价动态调整机制。各地要根据当地电力系统用

电负荷或净负荷特性变化，参考电力现货市场分时电价信号，适时调

整目录分时电价时段划分、浮动比例。电力现货市场运行的地方要完

善市场交易规则，合理设定限价标准，促进市场形成有效的分时电价

信号，为目录分时电价机制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三）完善市场化电力用户执行方式。电力现货市场尚未运行的

地方，要完善中长期市场交易规则，指导市场主体签订中长期交易合

同时申报用电曲线、反映各时段价格，原则上峰谷电价价差不低于目



录分时电价的峰谷电价价差。市场交易合同未申报用电曲线或未形成

分时价格的，结算时购电价格应按目录分时电价机制规定的峰谷时段

及浮动比例执行。

四、加强分时电价机制实施保障

（一）精心组织实施。各地要充分认识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

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基础上，结

合当地实际，研究制定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具体措施，有关落

实情况请于 2021 年 12 月底前报我委。

（二）做好执行评估。各地要密切跟踪当地电力系统峰谷特性变

化，动态掌握分时电价机制执行情况，深入评估分时电价机制执行效

果，发现问题及时按程序研究解决。电网企业要对分时电价收入情况

单独归集、单独反映，产生的盈亏在下一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

核定时统筹考虑。

（三）强化宣传引导。各地要采取多种形式全面准确解读分时电

价机制，宣传分时电价机制在保障电力安全供应、促进新能源消纳、

提升系统运行效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争取各方理解支持，加强舆情

监测预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分时电价机制平稳实施。

现行政策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1 年 7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