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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风电运行情况

Ø 截止2023年上半年，我国风电累计装机量由2018年的1.84亿千瓦增长到3.89亿千瓦。风电新能源行业持续快速发展，有利于我国能源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

Ø 中国风电发电量由2018年的3658亿千瓦时增长到2022年的7649亿瓦时，发电占比逐年增加，风电新能源电力渗透率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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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光伏发电运行情况

Ø 截止2023年8月，我国光伏累计装机量由2018年的1.74亿千瓦增长到5.05亿千瓦。光伏新能源行业持续快速发展，有利于我国能源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

Ø 中国光伏发电量由2018年的1775亿千瓦时增长到2022年的3708亿瓦时，发电占比逐年增加，光伏新能源电力渗透率逐步提升。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研精毕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图：中国光伏新增及累计装机量 图：中国光伏发电量、总发电量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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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电交易规模

Ø 2022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到206亿千瓦时，较2021年增长135%，2023年上半年绿电交易量已达到389亿千瓦时，超过2022年全年。2022年以来，我国绿证

核发和交易量明显上升，我国绿色电力推广速度明显加快。

Ø 2022 年风电光伏发电量 1.19 万亿千瓦时，绿电交易量 206 亿千瓦时，仅占发电量 1.7%，促进绿电交易的合理供给十分有必要。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研精毕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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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国绿电采购机制

Ø 随着市场不断发展，采购机制不断完善，不同采购机制对达成企业绿电目标的作用和潜力，以及所需成本也在发生变化。

Ø 五种主流的绿电采购机制在过去一年中持续发展。其中，绿电交易、绿证、直接投资集中式项目和场内分布式项目等机制均加速成熟，都有潜力为企业提供一

定规模的绿色电力。 

资料来源：落基山研究所，研精毕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机制 描述 达成企业目标的能力

绿电交易注1 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与企业用户（或由售电
公司代理）之间签订购售电合同

采购规模：大
价格：以双边协商为主
可靠性：绝大多数省份都有交易落地，部分省份已开展常态化交易

绿色电力证书
（绿证）

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针对每兆瓦
时非水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颁发的证书，用
以证明环境属性和绿色电力消费

采购规模：大
价格：补贴绿证，价格较高；无补贴绿证约50元／张，大宗购买有议价空间
可靠性：易于购买。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财政部官方认可。国际认可度逐步提升

直接投资集中式
风光项目

企业通过股权投资，新建或收购已建成的可
再生发电项目。通过全部或部分持有发电资
产股份，获取绿电及相应的环境权益。

采购规模：大
价格：基于项目而异，是投资而非直接成本，内部收益率因地区而异
可靠性：受限于省间通道、指标获取、双重计量问题，获取理想投资项目对于企业来说
具有挑战

场内分布式风光发
电项目

企业在场内直接安装分布式光伏或分散式风
力发电设备，产生的电量自己使用或全额上
网

采购规模：小
价格：企业自建或选择通过合同能源管理的模式委托给服务公司。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EMC）：可获得10%-20%的电价折扣；自建模式：可达10%以上的内部收益率
可靠性：模式成熟。对企业设施物理条件有要求，产生电量能否满足业主用电需求应视
业主用电情况

分布式市场化交易
（隔墙售电）

企业用户可通过市场化交易从处于同一配网
的分布式发电项目购买绿电

采购规模：小
价格：费用结构存在争议，过网费难以核定，预期电价具有竞争力
可靠性：试点推进缓慢，大部分省份仍未制定发布交易细则

注1：2022年绿电交易在试点之后逐步在全国各省落地，规则定义逐渐清晰，因此此处更新以往年报中“可再生能源电力中长期交易（直购电）”的说法为“绿电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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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和浙江省绿电交易

Ø 江苏省按月进行绿电双边协商交易，截至 2022 年 8 月，江

苏成交绿电交易电量共计 18.35 亿千瓦时，成交均价约 452 

元/兆瓦时，成交电量呈现增长态势，总体上，江苏绿电交

易呈现“量价齐升”态势。

Ø 2022 年，江苏电力交易中心组织了年度及月度绿色电力交

易，其中年度成交电量 9.24 亿千瓦时，成交均价 462.88 元

/兆瓦时；2月共有 1 家新能源发电企业、1 家一类用户、2 

家售电公司参与，以双边协商方式成交绿电交易 4 笔，电量 

0.047 亿千瓦时，成交均价461.65 元/兆瓦时；3 月共有 6 

家新能源发电企业、3 家一类用户、11 家售电公司参与，以

双边协商方式成交绿电交易 15 笔，电量 0.53亿千瓦时，交

易均价 464.98 元/兆瓦时。

江苏省

Ø 2021 年，全国首次绿色电力交易启动。浙江省共有 32 家风

光发电企业与 30 家电力用户参与此次交易，合计成交 50 

笔，成交电量 3.0075 亿千瓦时，用户侧自愿在目录电价基

础上平均加价 0.01 元/千瓦时购买绿色电力。 

Ø 2021 年 11 月 26 日，浙江电力交易中心协同北京电力交易

中心组织年内第三次绿电交易，达成 12 月绿电交易电量 

1120 万千瓦时。

Ø 2022 年 1 月 21 日，甘肃、浙江完成首笔跨省跨区绿电交易，

交易电量为 1500 万千瓦时。 

浙江省



 政府政策与绿电交易细则

 成交概况开展背景

冬奥绿电

Ø 2019 年 6 月，北京冬奥组委发布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低碳

管理工作方案》提出，“通过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消纳和适用于北京冬

奥会的跨区域绿电交易机制，以及储能系统、电力电子设备多能互补等，

保障场馆常规电力消费需求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

Ø 该方案意味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将在奥运历史上首次实现全部场馆绿色电

力供应。

Ø 自 2019 年 6 月 20 日北京电力交易中心首次组织开展冬奥场馆绿电交易

以来，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会同首都、冀北、河北电力交易中心已累计组织

开展 8 批次冬奥绿电交易，成交电量 7.55 亿千瓦时，时间覆盖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确保了冬奥场馆及附属设施建设期、测

试赛期、正赛期足额绿电供应。

Ø 华能、华电、国家电投、京能等 10 家发电集团所属 22 家新能源发电企

业参与冬奥绿电交易，实现向三大赛区 26 个场馆及附属设施 100%绿电

供应。

Ø 为保证北京冬奥会 100%绿电供应，相关部门出台了《张家口零碳冬奥绿色电力交易实施办法》《张家口四方协作机制用户准入规定》《京津冀绿色电力市场化

交易规则》等一系列交易规则，冬奥组委办公区、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中心、延庆场馆群等多家市场主体获得了绿色电力交易市场准入资格。

Ø 张家口市首次将 2022 年冬奥赛区场馆及配套项目纳入可再生能源市场化交易，采用双边协商交易方式，交易电量和电价由购售双方协商确定，张家口地区准入

注册的风力发电项目保障小时之外电量可自愿参与交易。

Ø 张家口赛区的一个冬奥场馆如需购买绿电，经由政府相关部门准入后，就可以与冀北电力签订代理协议，由公司代理，通过冀北电力交易平台，以市场化方式向

河北省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购电。在双边协商方式下，河北省发电企业首先登录平台申报交易信息，由代理方根据交易意向对交易信息进行确认并达成交易。



研究内容

分类 需求 关键要点 呈现与否

组织架构

员工类型构成及比例 各类型员工数量或占比，包括管理
占比（管理岗位占比，团队规模） 可呈现

组织架构设计 （组织架构类型，汇报线） 组织架构图、汇报线 可呈现
关键流程审批流，分站点和总部的权限 各职能部门权限，审批流程 可呈现
职位结构（职能岗位类型、岗位设计，工作描述，职级架构，关
键岗位等） 可呈现

人员管理
人才发展

各类型员工平均服务年限 可呈现
职能岗位类型，需涵盖TA，Trainer 和QA，WFM等支持职能部
门的架构、平均工作年限，配比和薪资。 可呈现

关键岗位及人才的管理 关键岗位定义标准；差异化管理主
要原则和内容 可呈现

激励机制 各层级员工或岗位员工激励策略或
原则（包括荣誉激励、绩效激励等） 可呈现

人员认证情况（COPC等），认证人员占比 人员认证类型：认证人员占比 可呈现

L&D投入，人才培养机制 人才发展通道；人才培养、成长标
准和评价机制 可呈现

员工纪律管理办法与薪酬及晋升关联 可呈现
跨业务跨部门人员流动办法 可呈现
on bench rate情况及管理办法 可呈现
兼职员工使用情况 兼职员工数量，来源类型 可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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