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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
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
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文件出台背景是什么？部署哪些
任务？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负责人。

问：为什么要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
市场化改革？

答：国家高度重视风电、太阳能发电
等新能源发展，2009年以来陆续出台多
项价格、财政、产业等支持性政策，截至
2024年底，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约14.1
亿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规模40%以
上，已超过煤电装机。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发展，新能源上
网电价实行固定价格，不能充分反映市
场供求，也没有公平承担电力系统调节
责任，亟需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
改革，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行业
高质量发展。当前，新能源开发建设成
本比早期大幅下降，各地电力市场快速
发展、规则逐步完善，也为新能源全面参
与市场创造了条件。

问：改革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改革总体思路是，坚持市场化方

向，推动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面进入市场、
上网电价由市场形成，配套建立可持续
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区分存量和增量分
类施策，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主要内容有三方面。一是推动

新能源上网电价全面由市场形成。新能
源项目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
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二是
建立支持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价格结算
机制。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后，在结算
环节建立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对
纳入机制的电量，按机制电价结算。三
是区分存量和增量项目分类施策。存量
项目的机制电价与现行政策妥善衔接，
增量项目的机制电价通过市场化竞价方
式确定。

问：为何要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
价格结算机制？

答：新能源发电具有随机性、波动
性、间歇性，特别是光伏发电集中在午
间，全面参与市场交易后，午间电力供应
大幅增加、价格明显降低，晚高峰电价较
高时段又几乎没有发电出力，新能源实
际可获得收入可能大幅波动，不利于其
可持续发展。

为此，经反复研究，通知提出在推动
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的同时，建立新能
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对纳入机
制的电量，当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机制电
价时给予差价补偿，高于机制电价时扣
除差价。通过“多退少补”的差价结算方
式，让企业有合理稳定的预期，促进行业
平稳健康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从国外情况看，新能源发展较好的国家
通常采取类似做法。

问：如何区分存量和增量分类施策？
答：新能源具有固定投资成本占比

大、变动成本占比小的特点，随着技术进
步、造价持续降低，新老项目经营成本差
异较大，需要平衡好新老项目关系。在
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基础上，通知提
出在实施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
制时，区分存量和增量，分类施策。

存量项目和增量项目以2025年6月
1日为节点划分。6月1日以前投产的存
量项目，通过开展差价结算，实现电价等
与现行政策妥善衔接。6月1日及以后
投产的增量项目，纳入机制的电量规模
根据国家明确的各地新能源发展目标完
成情况等动态调整，机制电价由各地通
过市场化竞价方式确定。这种老项目老
办法、新项目新办法的安排，能够在保持
存量项目平稳运营的同时，通过市场化
方式确定增量项目的机制电价，有利于
更好发挥市场作用。

问：对终端用户电价水平有何影响？
答：这项改革，对居民、农业用户电

价水平没有影响，这些用户用电仍执行
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对于工商业用
户，静态估算，预计改革实施首年全国工
商业用户平均电价与上年相比基本持
平，电力供需宽松、新能源市场价格较低
的地区可能略有下降，后续工商业用户
电价将随电力供需、新能源发展等情况
波动。

问：对电力行业会有什么影响？
答：此项改革标志着以市场化方式

建设新型电力系统迈出关键步伐，将对
电力行业带来深远影响。

一是有利于推动新能源行业高质量
发展。新能源上网电价全面由市场形
成，存量增量分类实施支持措施，有利于
形成真实的市场价格，促进电力资源高
效配置，引导新能源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二是有利于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新能源入市交易后，将公平承担电
力系统调节成本，各类电源在电力系统
中的价值将得到更充分体现，更好引导
新能源与调节电源、电网协调发展，助力
构建更加高效协同的新型电力系统。三
是有利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改革后，新能源与煤电等一样进入电力
市场、上网电价均由市场形成，电力市场
化交易进一步扩围，同时各地电力市场
规则将按照国家要求相应完善，能够极
大促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

问：将如何做好组织实施？
答：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

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好实施。一是允许地
方因地制宜确定实施时间。考虑到不同
地方新能源发展状况不一、电力市场情
况不同，由各地按照国家政策制定具体
方案，自行确定实施时间，但最迟不晚于
2025年底。二是强化政策协同。三是
做好跟踪评估。（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负责人就相关文件答记者问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1月
份，受春节假日等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CPI）同比、环比分别上涨
0.5%、0.7%，涨幅均比上月有所扩大；工
业生产处于淡季，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3%。

服务和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因素。

从服务价格看，1月份，服务价格环
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
点，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37个百分点，
占CPI总涨幅五成多；同比上涨1.1%，涨
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

服务中，春节期间出行和文娱消费
需求大幅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费、
旅游、电影及演出票价格分别环比上涨
27.8%、16.0%、11.6%和9.6%；受务工人
员返乡及服务需求增加影响，家政服务
和美发价格分别环比上涨9.3%和9.2%。

“春节期间居民消费热情较高，叠加
新一轮以旧换新启动，交通工具、家用器
具等耐用消费品价格好于季节性表现。”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从食品价格看，1月份，食品价格环
比上涨1.3%，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24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0.4%，影响CPI同比
上涨约0.07个百分点，上月为影响CPI下
降约0.09个百分点。食品中，鲜菜、鲜果

和水产品价格分别环比上涨5.9%、3.3%
和2.7%。

“食品价格上涨，主要原因在于春节
前夕居民储备年货增加，叠加多地气温
下降影响农产品生产与储运，推动猪肉
价格止跌回升，鲜菜、鲜果等短周期食品
价格有所提高。”温彬说。

此外，受国际黄金和原油价格上涨
影响，国内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环比
上涨3.0%和2.5%。从同比看，汽油价格
降幅由上月的4.0%收窄为0.6%，对CPI
的下拉影响比上月减小0.12个百分点。

1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
心CPI连续第四个月回升，本月环比上
涨0.5%，同比上涨0.6%，涨幅均比上月
有所扩大。

“核心CPI在众多物价指标中相对
更能反映经济总需求的变化情况，核心
CPI逐步企稳回升，预示着我国总需求
有望逐步改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
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立坤说。

受春节假日等因素影响，1月份，
PPI环比下降0.2%，降幅比上月扩大0.1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2.3%，降幅与上月

相同。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

娟分析指出，春节期间煤炭供应保障有
力，电厂存煤较为充足，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价格环比下降2.2%。受假日及低温
天气等因素影响，房地产、基建项目部分
停工，建材等需求有所回落，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
格分别环比下降0.9%、0.6%。

受国际有色金属价格波动传导影
响，国内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
格环比下降0.4%。国际原油价格上行，
带动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价格分别环比上涨4.5%、
1.0%。

“在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放缓、全球
需求趋弱影响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预
计将整体回落，但春节后工业建筑业逐
步复工复产，增量政策显效发力，市场供
需关系将得到边际修复，预计PPI同比降
幅将有所收窄。”温彬说。

展望全年物价走势，国家发展改革
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方认为，
随着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收入、就业、消
费意愿等指标延续改善趋势，将支撑居
民消费需求持续恢复，推动物价总水平
继续温和回升。（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2月9日，顾客在河北省遵化市一家超市选购蔬菜。新华社发

CPI涨幅扩大 PPI同比下降
——透视1月份物价数据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记者9日从商
务部获悉，商务部全国家电以旧换新及
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数据平台显示，1
月20日0时至2月8日24时，有2009.2万
名消费者申请了2541.4万件手机等数码
产品购新补贴。

1月15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发
布《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购新补
贴实施方案》。1月20日，全国28个省份

及时启动补贴政策，其他地区也相继落
地实施。据中国银联监测数据，全国超
6000家商户通过银联参与手机等数码
产品购新补贴活动，产生补贴交易
626.84万笔，销售金额约205.8亿元。

第三方市场调查机构数据显示，购
新补贴政策带动手机市场量额齐增。节
前一周，手机销售量、销售额环比分别上
涨74%和65%，同比分别上涨30%和

34%；春节期间，2000元以下、2000至
4000元、4000至6000元价位手机销售
量与上年春节假期相比同比分别增长
10%、52%、108%。

据介绍，商务部高度重视补贴政
策风险防范工作，全国商务系统通过
多维度搭建信息数据库，对购买人身
份信息与补贴交易真实性进行实时校
验，全流程监控资金使用风险，保证每

笔交易真实、闭环、可溯。手机生产、
销售企业积极响应，履行风险防控直
接责任，广泛应用动态口令签收、物流
轨迹校验等技术，加强风控判断，防范
虚假交易。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加强工作指
导，督促各地进一步优化申领流程、扩大
参与主体、强化风险防范，确保手机等数
码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平稳、顺畅实施。

全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申请人数突破20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