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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统筹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进虚拟电厂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

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5〕357 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面向“十五五”时期的虚拟电

厂发展总体方针，从行业层面规范虚拟电厂定义和定位，更好统筹虚拟电厂创新发展和安全运行、市场交易和需求响应、技术升级和管

理提升，系统性部署了 18项任务举措，为全面落实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协同能力提升行动要求、加快推动虚拟电厂发展提质扩围提供了

政策引领。

   一、明晰虚拟电厂发展目标路径，促进高水平电力供需协同

  近年来，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叠加工业、建筑、交通、农业农村领域电气化水平持续提升，带动电力需求保持刚性增长，

用电负荷特性发生显著变化，尖峰负荷屡创新高。另一方面，新能源发电快速发展，系统等效负荷日均曲线的“峡谷”曲线特征呈现逐

年加深态势，午间调峰、晚峰保供压力加剧。虚拟电厂作为可有效增强电力保供能力、促进新能源消纳的新型电力运行组织模式，近几

年在江苏、浙江、广东、上海、河北、四川等多个省（区、市）开展实践探索，先行先试取得积极成效，为虚拟电厂产业化发展、商业

化布局积累了有益经验。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快推进，亟需强化虚拟电厂顶层设计，规范虚拟电厂发展时间表、路线图，为下一步

全面扩大虚拟电厂覆盖范围，支撑新型经营主体协同参与电力系统优化提供有力保障。在此背景下，《意见》的出台恰逢其时。

  在目标引领方面，《意见》提出的 2030 年全国虚拟电厂发展规模，将为新型电力系统灵活性调节资源库提供有效补充，显著提升需

求响应能力，节省有效装机。在路径优化方面，《意见》突出虚拟电厂发展要因地制宜，提出加快培育虚拟电厂主体，引导省级主管部

门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虚拟电厂发展方案，培育不同特点的虚拟电厂主体，鼓励支持各类企业投资建设运营虚拟电厂。政策层面充分

考虑了各地促进源网荷储协调互动的差异化特点，有利于形成适应不同地区电力调节需要的虚拟电厂多元应用场景；提出持续丰富虚拟

电厂商业模式，鼓励开展业务创新，提供综合能源服务。模式层面充分考虑了核心功能与增值服务相结合，有利于拓宽虚拟电厂经济增

加值的新来源。

  下一步，结合《意见》关于虚拟电厂发展要求，因地制宜开展区域级工业可调节负荷、楼宇空调负荷、大数据中心负荷、分布式新

能源、用户侧储能等各类资源聚合的虚拟电厂应用；积极实施虚拟电厂与各类综合能源服务新业态融合发展，培育一大批既懂业务又懂

服务的先进虚拟电厂运营商；支持尽早实现虚拟电厂商业化运作、规模化发展、差异化运营，为促进高水平电力供需协同提供有力支撑。

    二、建立虚拟电厂市场参与机制，助力高标准电力市场建设

  当前，我国虚拟电厂市场化发展应用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于其调节能力与市场价值兑现尚不匹配。尽管虚拟电厂通过各类系统灵活性

资源聚合，理论上可提供调峰、调频、备用等多样化服务，但在实际运行中，其经济价值的体现仍不同程度地受限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

现有电价体系对灵活性资源的定价颗粒度不足，辅助服务市场补偿标准偏低，峰谷价差激励有限，导致虚拟电厂参与系统调节的边际收

益难以覆盖聚合成本；另一方面，用户侧资源参与市场门槛较高、分散资源聚合后的权责界定模糊等问题，也制约了虚拟电厂的市场化

进程。

  《意见》针对上述痛点提出了系统性解决方案。明确虚拟电厂作为资源聚合类新型经营主体，可整体参与电力中长期、现货交易，

并加快推进辅助服务市场向虚拟电厂开放，针对虚拟电厂特点完善交易品种和技术要求。在电能量市场领域，《意见》提出适当拉大现

货市场限价区间，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虚拟电厂灵活响应供需变化，高度契合发挥电力价格信号引导作用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在辅助服务

市场领域，《意见》强调公平设定各主体申报价格上限，避免对分布式资源的歧视性定价；在需求响应机制方面，《意见》沿用《电力

辅助服务管理办法》中提出的“谁提供（服务）、谁获利，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合理确定需求响应补偿标准。同时，为了实现全

国统一电力市场对调节资源更大范围的优化配置，《意见》提出“积极探索虚拟电厂参与跨省电力交易”。

http://www.nea.gov.cn/20250411/94a805e55f064493901cab6196e0448d/c.html


  下一步，结合《意见》针对虚拟电厂参与电力市场部署，更好适应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要求，滚动监测评估各地虚拟电厂参与电

力市场情况，及时总结先进省份实践经验，推动逐步优化虚拟电厂参与电力市场准入条件，逐步完善虚拟电厂参与各类市场规则和价格

机制，支持虚拟电厂与实体电厂同台竞争，实现大规模聚合调节资源与高比例新能源的互补协同，以市场无形之手引导多元主体良性竞

争，充分释放新型电力系统调节能力。

    三、推进虚拟电厂技术管理变革，培育高价值新型经营主体

  现阶段，我国虚拟电厂发展面临着技术与管理层面的双重挑战。分布式电源、新型储能、可调节负荷等资源形态多样、运行特性差

异大，导致聚合响应效率偏低、协同控制精度有限，难以满足电网调度管理要求。虚拟电厂的接入标准尚未统一，数据交互协议碎片化、

安全防护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对虚拟电厂从“技术试验”向“规模运营”跨越形成制约，亟需通过系统性变革打造虚拟电厂核心竞争力。

  《意见》以技术革新与管理升级为主线，增强虚拟电厂发展动能。提出构建覆盖聚合响应、并网调控、智能计量、数据交互、安全

防护的全环节标准体系，有助于推动虚拟电厂实现“可观、可控、可测、可调”。《意见》提出分类调用机制，推动虚拟电厂技术发展

与新型电力系统的运行控制要求有效衔接。对仅参与需求响应的虚拟电厂，可通过接入负荷系统简化接入流程；对参与电力现货与辅助

服务市场的虚拟电厂，则要求接入调度系统，且需具备优化调控能力，并满足相应准入要求和技术标准，确保与实体电厂调度指令的无

缝衔接。在安全运行领域，《意见》强调建立覆盖信息网络和数据安全的防护体系，通过安全加密手段筑牢安全底线，为虚拟电厂全面

参与电力市场扫清风险隐患。

  下一步，落实《意见》部署的虚拟电厂技术创新和管理提升任务，在确保电力系统稳定运行和自身安全前提下，大力实施技术与管

理双轮驱动，促进虚拟电厂加速从“被动响应者”向“主动价值创造者”转变，强化数字赋能，鼓励虚拟电厂开发应用智慧化聚合工具，

探索增值服务模式，发挥平台效应，有力促进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全面融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工作大局。（中电联电力发展研究院 高长征

韩超 杨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