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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价形成机制、电力交易体制的变革是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在电力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电力市场与

电力市场营销课程对于帮助学生理解电力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和方向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电力市场与电力市场营销课程应讲

授的基本知识、需培养的基本能力以及改革精神等方面进行探讨，从而确立课程教学内容、设计课堂教学形式，并建立立体化、

全程化、多样化的课程考核体系。两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该课程所做的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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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form of the electricity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electricity trading system is the key task of the new round 

of electricity system reform. In the context of electric power system reform, the courses on electric power market and electric power marketing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purpos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electric power system refor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basic knowledge that should be taught in the course of electricity market and electricity marketing, the basic abilities that need to be 

cultivated, and the spirit of reform,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content, desig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form, and establish a 

three-dimensional,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ified curriculum examination system. Two years of teaching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e reforms 

made in this course have achieved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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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教学内容的调整 
传统的电力市场与电力市场营销课程一般包括如下内容

［1-5］：电力市场与电力市场营销概述，电力需求预测，电

力市场细分与购买行为分析，电力产品及促销策略、电价策略、

电力市场运营模式，电力需求侧管理，技术支持系统。考虑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的基础，结合电力体制改革的新形

势，课程内容设置有必要进行调整。 

（一）注重新电改背景的介绍 

当前我国正处于电力体制改革的大力推进阶段，电力市场

模式与电力市场营销模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电力市场与

电力市场营销概述部分的内容，需要在课堂上跟随改革的步伐

进行更新。除了讲授教科书上一般意义上的电力市场与电力市

场营销的基本概念，还应重点介绍当前电力体制改革的发展情

况。通过介绍国外电力市场化改革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6］，

对比国内外国情，回顾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历程，分析当前进

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与改革方向。 

（二）补充基本经济学概念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生，一般没有要求必须选修

经济学课程。在本课程中，对各章节涉及的一些基本经济学概

念，包括供求关系与价格、现货市场与远期市场、期货与期权、

竞争与垄断、边际成本与市场效率等概念，有必要专门抽取出

来进行介绍，并引入典型案例进行讲解分析，帮助学生补充基

本的经济学概念，了解市场化交易的基础知识。 

（三）注重与先修课程的衔接配合 

本课程与电力系统规划课程都涉及电力需求预测的教学。

在本课程中，对电力需求预测章节的讲解需要更加侧重于讲解

清楚在不同类型的电力市场中，对于不同市场主体而言，电力

需求预测的影响以及预测不准的补救措施和代价。具体电力需

求预测技术建议在电力系统规划课程中进行深入的讲解。在电

力系统分析课程中强调机组发电功率的经济分配，在本课程中

则应认识到机组出力更多受市场交易的影响，需要强调本课程

与电力系统分析课程中确定机组发电功率的不同原则与方法。 

（四）扩展技术支持系统的内容 

在传统的电力市场营销课程中，技术支持系统往往只涉及

电力市场营销技术支持系统。而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直

接交易系统、安全校核系统等更多与电力市场直接相关的系统

快速发展，技术支持系统的讲解应该更加具有一般性。需要讲

解实现电力交易技术支持系统的功能需求、数据来源、应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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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讲解技术支持系统的现状，并结合电力市场改革的进展讨

论技术支持系统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五）分析电力商品区别于一般商品的特点 

电力商品的特殊性决定了电力市场的特殊性以及电力改

革的复杂性。电能无法大量存储，实时平衡是电力商品的一个

显著特性，电能的生产、传输和消费必须在同一时间内完成，

发、输、变、配、用各环节必须密切配合。电力负荷的随机性，

要求电力系统中必须有充足的备用，应对负荷的随机变化。此

外，电力依赖于电力网络进行传输，电力商品交易的范围受到

限制［7］。电力商品的生产、输送和使用还需依赖无功功率

的支撑与调节。在电力交易中如何适应电力商品的特殊性，需

要在课堂中引导学生进行分析。 

（六）强调市场与调度强调市场与调度、安全与经济的关

系 

市场与调度的关系、安全与经济的关系需要在本课程中引

起足够的重视。从最近两年电力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调度机

构为电力交易实现提供支持、补充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深入参

与了电力交易初期能力评估、安全校核与后期的交易执行等过

程，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紧密相连。电力市场化交易对电网安全

的影响和依赖也是在近两年的实践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因

此，有必要在本课程中对市场与调度的关系、安全与经济的关

系进行讲解，引导学生对相关问题进行关注。通过介绍国外电

力市场中的机构设置及系统运行业务、市场管理业务、协调系

统规划业务的职责划分即国外调度交易机构设计，引导学生结

合所了解的情况思考当前电改环境下应如何设计我国的调度

交易机构。 

（七）讨论盈利与社会责任 

坚持保障民生是《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中明确提出的一条基本原则。可以通过介绍电网公司近年

的社会责任报告，分析电力市场主体为什么需要承担社会责

任，电力市场主体在自身盈利与承担社会责任间如何平衡，如

何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如何确保居民、农业、重要公用

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等用电价格相对平稳、保障民生，是否能够

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市场主体承担社会责任。 

（八）探讨垄断与竞争的关系 

逐步打破垄断，有序放开竞争性业务是本轮电力体制改革

的重要思路。在课堂上有必要引导学生探讨垄断与竞争的关系

和各自的利弊，通过与其他行业（如交通、通信）从垄断到竞

争的发展历程进行比较，思考电力供应是否天然垄断、如何引

入竞争等问题，探讨电力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以及将给未来的

电力交易以及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 

（九）关注电力交易向多样化智能化发展的趋势 

随着电力改革的推进以及互联网、智能化电器的发展，电

力市场的交易将由传统的电量交易逐步向多种类电力交易、智

能用电综合服务、综合能源服务等方向扩展，对于电力市场运

营机构也将趋于多样化，这是实现电力商品服务差异化的重要

趋势，本课程对此需引起足够的关注。传统的需求侧管理更侧

重于节能与协助电网调峰，目的在于促使用户根据价格变化或

激励政策改变自身的用电习惯，随着家用电器与电网的智能

化，需求侧管理也将向着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发展。 

（十）重视信用与监管 

信用与监管是确保电力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在课

堂中应强调电力市场信用体系的组成，培养学生的信用意识，

探讨监管体系的建设，培养学生遵规守法的意识，为未来的电

力市场培养合格的参与者和改革促进者。课堂教学需要将基本

的知识点向学生讲授，但在改革的浪潮下，本课程相关的知识

更新速度较快。由于课时有限，课堂教学所能教授的知识点也

非常有限，所以更为重要的是训练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独

立思考的能力，例如可以进一步增加增量配电网、输配电价、

辅助服务交易等知识，鼓励感兴趣的学生自学和讨论。 

二、课程教学形式的设计 
本课程的任务是讲授电力市场与电力市场营销的基本知

识、培养学生市场化思维与改革创新精神。与基础理论课程不

同，本课程不适宜完全采用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形式，

教学形式需要进行改变，增加学生在课程中的参与度。1.学生

专题讲解展示。比如可以让学生专门深入学习《关于进一步深

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中的一部分，再分别给全班

同学讲解自己所学习的内容和感想。应引导学生提前准备，广

泛阅读相关资料，要有自己的观点和论据，避免照读原文。2.

分组讨论、辩论。可以设计一些关于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题目供

学生讨论或者辩论，比如“谈谈铁路、天然气等领域改革与电

力体制改革的异同”“电力市场化改革是否会削弱电力系统资

源配置的协调性”。讨论和辩论并不局限于对当前改革形势的

学习，更重要的是活跃学生的思维，培养创新精神，帮助学生

更深入了解为什么要改革，引导学生思考未来改革之路该如何

走。3.场景模拟。场景模拟可以令教学内容真实呈现在学生的

面前。比如在讲解电力市场类型时，可以设定双边交易或者电

力库交易规则，让学生分别扮演不同的发电厂、大用户进行售

电报价、购电投标，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不同交易规则下电力

市场的运营方式及不同交易规则的优劣。4.插播视频短片。结

合不同的教学内容，播放相关的教学短片，可以帮助学生更形

象地理解所学内容。比如讲解电力产品促销策略时，可以播放

国内外电力公司不同时期的广告宣传片，了解电力广告宣传的

发展。5.现场学习。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到电力交易中心、电网

公司营业厅、电厂、售电公司等单位现场学习，注重实践能力

的培养，使学生对课程内容有更直接、更真切的感受和理解，

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8］。6.邀请相关从业人员开设

专题讲座。相关从业人员站在改革的第一线，具备丰富的实践

经验，邀请他们开设专题讲座能帮助学生跳出书本和书面材料

的束缚，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解

决问题的措施也将启发学生更深入地思考改革的方向。 

三、课程考核体系的建立 
本课程注重在平时学习中贯穿电力体制改革的内容与要

求，培养学生的改革创新精神，需建立立体化、全程化、多样

化的考核体系。 

（一）紧扣教学目标设立考核维度 

课程设计考核体系从 3 个维度对学生进行考核：一是对应

知应会知识的掌握程度。本课程讲授的应知应会知识是课程学

习的基本要求，也是思维方式和创新精神培养的基础和载体。 

（下转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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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必须要树立良好的服务意识，积极和上下游企业进行沟通和

交流，提升合作效率。 

（三）建立网络渠道 

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体系当中的重要构成体

系，网络营销也应当引起商贸流通企业的关注和重视。传统的

商贸流通企业只是起到流通的作用，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影响

力比较小。在此种背景下应当尽快找到一条可以影响行业发展

的道路。网络渠道的构建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让企业在市场

当中的价格以及服务上的竞争力有所提高。想要构建起更加完

善的商贸流通企业网络渠道，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需要实现内部资源与社会资源的转化，直接构建起属于公司的

网络渠道，减少中间环节，从而实现成本的降低，促进供应链

系统的优化。第二，改变传统企业销售结构，借助于网络直接

构建消费者和制造商之间的联系，降低销售成本。第三，积极

构建具备现代化特征的物流运输体系，使商贸物流企业的市场

占有率有所提升。 

（四）构建电子商务发展平台 

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人们消费观念的更新，帮助人们实现

生活架构的重塑，让更多消费者需求得到满足。最主要是可以

出现新的商业，让人们的就业渠道得到有效拓宽。电子商务的

发展对于商贸流通行业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比如打破传统交

易模式的局限性，借助于网络构建起虚拟的市场，实现网络交

易，实现网上采购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帮助节省了中间成

本，增加企业的服务对象，拓宽交易范围，简化交易流程，帮

助商贸流通行业创造了一条崭新的商业模式。传统商贸流通企

业需要加快和电子商务之间的合作进程，升级服务，具体可以

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在网络上拓宽零售渠道，依托网络

实现加盟的品牌化和连锁化。改变传统营销模式，对库存进行

实时监督，解决人员冗余问题。第二，依托互联网构建专门的

批发通道。阿里巴巴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网上

批发市场，减少了供应链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也促进了价格

透明。第三，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让网络销售模式带动

传统销售模式发展。企业也可以以线下的口碑带动线上的交

易，将两种营销模式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点。 

参考文献： 
[1]耿志军.胜能公司煤电一体化战略研究初探[J].露天采

矿技术,2008. 

[2]荣涛.从武威市能源资源现状谈煤电一体化[J].甘肃科

技,2010. 

 
 
 
 

（上接第 66 页） 
二是市场化的思维方式。市场化是本轮电力体制改革的一个关

键词，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不再是一门纯工程技术的专

业，本课程将市场化思维的建立设计作为课程考核的一个重要

方面。三是改革与创新精神。新电改刚刚起步并仍在广泛而深

入地开展，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改革与创新精神的培

养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未来电力体制改革的进程，本课程在

考核体系中需要对此有所体现。 

（二）结合教学全过程设计考核形式 

前述考核维度难以通过单纯的期末考试实现，需增加在教

学过程中的评分比重。课程教学过程中需结合学生讲解、讨论、

辩论、参与场景模拟的表现，对 3 个维度进行分项与综合评价；

期末考试也需要结合 3 个维度设计考试题目以及评分标准。本

课程设计教学过程表现及平时作业评分占总体成绩 40%，期末

统一考试成绩占 60%。其考核的形式与要求在课程开始时向学

生公布，通过考核体系引导学生更加主动参与课程的教学互

动，实现教学目标。 

四、结语 
本文结合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内容与要求，分析改革对

电力市场与电力市场营销课程提出的新要求，探讨课程教学内

容的设置、教学形式的设计以及考核体系的建立。在 2 年共 5

个教学班的教学实践中，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较强，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得到了学生和督导的一致好评。本课程

是一门紧跟电力行业发展的课程，在教学中仍需密切关注改革

的进程，确保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模式与时俱进，对学生有所帮

助和启发。课堂的教学内容不追求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通过课

堂中的自学、讲解、讨论、辩论，培养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创新精神是课程教学改革更为重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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