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
2023年11月23日 星期四首席编辑：柯泽彪责任编辑/版面设计：林玉杏九州

今年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
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
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相比一年前，今年南方（以广东起步）电力现货市
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实”和“新”。“实”表现在健全市
场机制，通过合理机制实现稳价。“发电成本应该在合
理范围内进行疏导。为此，我们通过落实高比例中长
期合约电量、合理设置成本疏导上限、建立市场价格风
险防控和监管等措施，确保终端用户价格保持在合理
区间。”王浩浩解释。

去年12月，新能源在南方电网区域内首次参与现
货市场，目前入市规模已突破百万千瓦，为新能源大规
模发展及市场化运营奠定基础；今年 10 月，广东宝湖
储能在全国率先以“报量报价”模式试点参与现货交
易，开辟了独立储能价格机制、调度模式和商业模式的

市场化新路径。
新能源机组的发电边际成本较低，在现货市场中

具备价格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可再生能源消
纳，助力绿色低碳转型。在高峰时段，供应紧张，电价
较高，所有类型的电源均开足马力发电；在低谷时段，
供应充裕，电价较低，新能源机组发挥边际成本低的优
势继续发电，火电机组调减出力以保障收益。“无论是
负荷高峰还是负荷低谷，只要处在大发期，新能源项目
都可以通过降低报价争取到发电空间。”彩石滩海风场
经理冯时雨表示。

数据显示，今年截至 10 月底，南方（以广东起步）
电力现货市场经营主体达 6.8 万家，同比增长 39%，市
场电量约4791亿千瓦时（含代购用户电量2195亿千瓦
时），占全社会用电量 67%，交易活跃、透明高效、公平
有序的市场格局已经形成，未来将不断吸引新的经营
主体加入。

新能源“入市”规模破百万千瓦 扩围新主体增添新活力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张泉）中
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22 日公布 2023 年院士
增选结果，分别选举产生中国科学院院士 59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74人。

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方面和工程科技领
域的最高荣誉称号，院士制度是党和国家为
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导向，凝聚优秀人才
服务国家设立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次增选
后，我国院士队伍的年龄结构和学科分布进
一步优化。

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平均年龄 54.7
岁，最小年龄 45岁，最大年龄 65岁，60岁（含）
以下的占 90%，女性科学家有 5人当选。新当
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研究领域共涉及43个
一级学科，覆盖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指南中
学科的78.2%。

据悉，本次两院院士增选名额进一步向国
家急需的关键领域和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
叉学科倾斜；向为国防和国家安全作出突出贡
献的科研人员倾斜；向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
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工程并作出
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倾斜。

本次增选工作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进一步强化对候选人的多方位审核，并进一
步健全监督体系，切实把好院士队伍“入门关
口”，维护院士称号的学术性、荣誉性、纯洁性。

本次增选后，我国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共
873人，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共978人。

2023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
133位专家当选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施雨岑）
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2023年
12 月 23 日至 25 日举行。记者 22 日从教育部
获悉，教育部近日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
部际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召开 2024 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全
面动员和部署考试安全工作。据统计，2024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438万。

会议强调，各地各招生单位要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政治担当，提升政治能力，紧盯关键环
节，全力以赴确保研考组织各项工作落实到
位、落地见效。

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438万人报名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1 月 22 日从文化和旅
游部获悉，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
知，公布全国文化和旅游标准化示范典型经验
名单。

此次公布的名单共 20 项，涉及多种类型
单位，东中西部地区均有分布。这些典型经验
总结梳理了各地区、企业近年来的标准化工作
成果，特别是标准化在文旅融合、科技创新、发
展引领、优化结构、效益提升、国际化等方面的
积极探索和有效实践，突出创新性、引领性和
示范性。

据介绍，全国文化和旅游标准化示范典型
经验的征集工作，旨在进一步巩固前期开展的
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示范工作成果，发挥标准
化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促
进文化和旅游标准化工作深度融合。

（记者徐壮）

全国文化和旅游标准化
示范典型经验名单公布

南方电力现货市场试运行满两周年

市场电量累计超万亿千瓦时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班娟娟）近日，南方（以广东起步）电力现货市场连续结算试运行

满两周年。两年来，市场电量合计约 10741亿千瓦时（含代购用户电量 4711亿千瓦时），其中现货电
量 437 亿千瓦时，日前现货均价为 0.519 元/千瓦时，较市场参考价上涨 12%。据悉，南方（以广东起
步）电力现货市场已成功应对了能源量紧价高、电力供需余缺急转、台风天气等多场景考验，整体运
转情况良好，目前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研究现货市场转正式运行相关工作。

“现货价格低时，我们能获得更为优惠的用电价
格，现货价格高时，我们会及时调整和优化生产部署降
低生产成本。”作为全球第一梯队的锂电装备头部企
业，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戴
先生表示，现货市场让用户由“被动接受固定电价”变
为“主动调节用电行为”，助力削峰填谷。

今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
指出，各省/区域、省间现货市场连续运行一年以上，并
根据市场出清结果进行调度生产和结算的，可按程序
转正式运行。“‘试运行’就像车辆研发，是一个不断总
结经验、查漏补缺、逐步完善的过程，在经过各类性能
测试、工况测试满足实际商业化使用条件后，才能‘正
式上市’。”南方电网广东调控中心现货市场管理部高
级经理蔡秋娜比喻道。

据了解，国内尚无现货试点省份转入正式运行阶
段。南方（以广东起步）电力现货市场不断摸索，建立

了包括“中长期差价合约为主+现货偏差结算为补
充”、“批发+零售”一体化设计、“计划+市场”双轨运行
等在内的电力市场模式，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省情
的电力市场化建设路径。“目前我们正在开展自查与完
善，确保市场建设与国家要求保持步调一致。”广东电
力交易中心发展研究部副经理王浩浩说。

在电力现货市场，供需双方可根据市场实时供求
情况，发现电力商品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上的价格，电价
根据市场供需变化在一定范围内可高可低。2021 年
11至12月，受一次能源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以及供需紧
张影响，广东现货均价达到近年峰值。而今年由于一
次能源成本回落、供需趋稳，1至10月现货均价相比峰
值下降约38%。

“电力现货价格能涨能跌，是电力价格的风向标，
通过精准反映电力供需形势和一次能源成本，对规划
投资、用户高效科学用能的引导作用逐步显现。”蔡秋
娜解释称。

能上能下 电力价格风向标作用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