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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2017 上半年，昆明电力交易中心认真贯彻落实电力体制改革精

神，严格执行《2017 年云南电力市场化交易实施方案》，在全国首次

引入月度双边协商、年度双边合同互保等交易品种，积极引导市场主

体按“基准价格+浮动机制”签订中长期双边合同，有序推进云南电

力市场建设，持续提升自身服务能力水平。各市场主体理性参与市场

竞争，市场能力、风险意识、契约精神不断增强。在各方的共同努力

下，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化交易总计成交电量 322.37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23.57%，其中年度、月度、日前交易电量比例为 33.94%、60.51%、

5.55%，市场结构进一步优化，“以中长期交易为主，日前交易为补充”

的云南电力市场模式更加成熟。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化交易平均成交

价格每千瓦时 0.21385 元，价格整体保持平稳，有力促进了全省经济

稳增长和“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半年省内用电量同

比增长 11.06%，云南电力市场整体呈现“电量稳步增长，电价稳中

缓降”的显著特点，进入“量增价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通道。 

下半年随着主汛期的到来，预计云南电力市场价格将适当有所下

降，预计全年交易电量 65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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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半年基本情况 

2.1 发电侧方面 

2.1.1 电源装机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全省发电装机（含向家坝）8514 万千瓦。

其中，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装机 7130 万千瓦（水电 6114 万千瓦，

风电 805 万千瓦，光伏 211 万千瓦），占比 83.7%；火电装机 1385

万千瓦，占比 16.3%。 

 
图 2.1  云南省发电装机（万千瓦） 

2.1.2 全社会电力生产情况 

2017 上半年，全省完成发电量 1246.26 亿千瓦时，同比（去年

1058.66 亿千瓦时）增长 17.72%，其中水电 991.78 亿千瓦时，同比（去

年 143.41 亿千瓦时）增长 21.77%，火电 121.68 亿千瓦时，同比（去

年 143.41 亿千瓦时）降低 15.15%，风电 117.94 亿千瓦时，同比（去

年 90.59 亿千瓦时）增长 30.19%，光伏 14.86 亿千瓦时，同比（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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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亿千瓦时）增长 45.98%。 

境外电厂发电量 4.71 亿千瓦时，其中，瑞丽江一级电厂发电量

1.74 亿千瓦时，太平江一级电厂发电量 2.97 亿千瓦时。 

2.1.3 分电源类型发电量 

2017 年上半年，全网统调机组累计发电量 1085.53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21.38%。其中，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发电量 1001.58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23.95%（水电 871.6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2.97%；风

电 115.8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07%；光伏 14.14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48.47%），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 92.27%；火电发电量 83.95 亿

千瓦时，同比减少 2.71%。 

表 2.1  2017 年上半年云南统调电厂发电情况（按电源类型统计） 

单位：亿千瓦时 

序号 电源类型 
2017 年上半年 

发电量 发电量同比 发电量占比 

1 清洁能源 1001.58 23.95% 92.27% 

1.1 其中：水电 871.61 22.97% 80.29% 

1.2 风电 115.83 29.07% 10.67% 

1.3 光伏 14.14 48.47% 1.30% 

2 火电 83.95 -2.71% 7.73% 

3 合计 1085.53 2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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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云南全网统调发电情况（按电源类型统计）（亿千瓦时） 

2.1.4 分流域发电量 

2017 年上半年，云南统调水电发电量 871.61 亿千瓦时。其中，

澜沧江流域发电量 364.69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42.91%，占比 41.84%；

长江流域发电量 331.55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20.39%，占比 38.04%；

元江流域发电量 27.55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7.26%，占比 3.16%；伊

洛瓦底江流域发电量 42.68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10.31%，占比 4.9%；

珠江流域发电量 13.12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22.67%，占比 1.5%；怒

江流域发电量 7.68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14.52%，占比 0.88%；其他

流域（含地方小电）发电量 84.31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2.09%，占比

9.67%。 

表 2.2  2017 年上半年云南统调水电发电情况（按流域统计） 

单位：亿千瓦时 

序号 流域名称 装机占比 发电量 发电量占比 发电量同比 

1 澜沧江 27.13% 364.69 41.84% 42.91% 

2 长江 38.50% 331.55 38.04% 20.39% 

3 元江 4.97% 27.58 3.16% -7.26% 

4 伊洛瓦底江 4.97% 42.68 4.90%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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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流域名称 装机占比 发电量 发电量占比 发电量同比 

5 珠江 1.89% 13.12 1.50% -22.67% 

6 怒江 0.84% 7.68 0.88% 14.52% 

7 其他 21.70% 84.31  9.67% -2.09% 

8 合计 / 871.61 / 22.97% 

 

 

图 2.3  2017 年上半年云南统调水电发电情况（按流域统计）（亿千瓦时） 

2.1.5 水电分集团发电量 

按所属集团来看，2017 年上半年，云南统调水电发电量中，华

能发电量 357.62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42.5%，占比 41.03%；华电发

电量 84.59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27.55%，占比 9.71%；大唐发电量

56.76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10.24%，占比 6.51%；国电发电量 7.51 亿

千瓦时，同比增加 5.3%，占比 0.86%；国家电投发电量 19.35 亿千瓦

时，同比增加 21.44%，占比 2.22%；三峡发电量 121.92 亿千瓦时，

同比增加 12.76%，占比 13.99%；汉能发电量 35.78 亿千瓦时，同比

增加 13.37%，占比 4.1%；其他集团合计发电量 187.98 亿千瓦时，同

比增加 6.09%，占比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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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017 年上半年云南统调水电发电情况（按所属集团统计） 

单位：亿千瓦时 

序号 所属集团 装机占比 发电量 发电量占比 发电量同比 

1 华能 28.40% 357.62 41.03% 42.50% 

2 华电 12.07% 84.59 9.71% 27.55% 

3 大唐 9.22% 56.76 6.51% 10.24% 

4 国电 1.11% 7.51 0.86% 5.30% 

5 国家电投 2.21% 19.35 2.22% 21.44% 

6 三峡 10.87% 121.92 13.99% 12.76% 

7 汉能 4.14% 35.78 4.10% 13.37% 

8 其他 31.97% 187.98  21.58% 6.09% 

9 合计 / 871.61 / 22.97% 

 

 

图 2.4  2017 年上半年云南统调水电发电情况（按所属集团统计）（亿千瓦时） 

2.1.6 优先发电量 

2017 年上半年，优先发电量合计 371.94 亿千瓦时。其中，保电

网安全火电（含热电联产）电量 49.89 亿千瓦时；贫困老区政策性火

电发电量 15.81 亿千瓦时；火电备用状态确认电量 5 亿千瓦时；2004

年以前投产的水电厂发电量 101.68 亿千瓦时；跨境电厂电量 1.53 亿

千瓦时；其他地方小电电量 103.98 亿千瓦时；年调节水库调节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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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9 亿千瓦时，溪洛渡留存云南消纳电量 6.23 亿千瓦时；风电、光

伏居民电能替代电量 31.62 亿千瓦时。 

表 2.4  2017 年上半年优先发电量统计表 

单位：亿千瓦时 

序号 电量类别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合计 

1 保电网安全火电 8.55 7.72 8.55 8.27 8.55 8.27 49.89 

2 
贫困老区政策性火电

发电量 
2.05 1.05 3.72 2.77 3.59 2.65 15.81 

3 火电备用启停电量 0.00 0.88 3.24 0.88 0.00 0.00 5.00 

4 2004 年前投产水电 15.65 14.80 16.67 16.15 19.69 18.73 101.68

5 跨境电厂 1.53 / / / / / 1.53 

6 其他地方小电 17.32 13.29 14.83 16.28 18.56 23.70 103.98

7 调节电量 1.23 24.11 9.34 8.48 3.00 10.03 56.19 

8 溪洛渡留存电量 6.23 / / / / / 6.23 

9 
风电、光伏居民电能

替代电量 
/ 3.52 4.70 4.31 3.59 15.50 31.62 

10 合计 52.55 65.37 61.04 57.14 56.97 78.87 371.94

2.1.7 市场化发电量 

2017 年上半年，市场化电厂省内电力市场化交易总计成交市场

化电量 322.3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3.57%，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

成交电量 306.74 亿千瓦时，占总成交电量的 95.15%，其中，水电成

交电量249.12亿千瓦时，占总成交电量的77.28%；风电成交电量 51.64

亿千瓦时，占总成交电量的 16.02%；光伏成交电量的 5.98 亿千瓦时，

占总成交电量的 1.86%。火电成交电量 15.63 亿千瓦时，占总成交电

量的 4.85%。 

2.2 用电侧方面 

2.2.1 2017 年 1-6 月云南省经济运行情况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高开趋稳、稳中有进，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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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逐渐优化，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运行区间。 

全省实现生产总值 6447.81 亿元，同比增长 9.5%，增速比全国高

2.6 个百分点。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618.62 亿元，增长 5.1%，

比全国高 1.6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2584.78 亿全，增长 10.4%，

比全国高 4.0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3224.41 亿元，增长 9.6%，

比全国高 1.9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工业实现增加值 1859.87 亿元，

增长 9.4%；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728.49 亿元，增长 13.2%。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增速比一季

度提高 0.6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 8.4 个百分点，比全国高 3 个

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 5 位，西部第 5 位。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

加值增长 11.4%；制造业增长 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增长 25.5%。 

全省非烟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8.4

个百分点。增长较快的行业主要有：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25.8%，比上年同期提高 25.7 个百分点；医药制造业增长 24.5%，提

高 12 个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21.4%，提高 5.6 个百分点；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 18.7%，提高 14.1 个百分点；食品制造

业增长 17.2%，提高 0.5 个百分点；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13.4%，提

高 4.1 个百分点。 

2.2.2 主要行业开工率 

整体来看，春节以后，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回暖和一系列政策效应

的释放，全省主要用电行业复产增产势头良好，主要行业开工率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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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扬，上半年全省主要用电行业平均开工率 51.7%，同比增长 7.7 个

百分点。 

 
图 2.5  云南主要用电行业历年开工率统计 

分行业来看，上半年，一系列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发布不断推高铝

价，省内电解铝企业在客观利润的刺激下，开工积极性高涨，行业开

工率达到 90%。钢铁行业受国家去产能政策、国内大量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获批的双重利好影响下，年后开始钢材价格持续上涨，钢铁行业

开工率也持续走高，达到 60%，为近三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水泥行业

受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带动，春节后开工率持续攀升，4 月份

开工率达到 68%，为近三年同期最高。黄磷行业虽然受上半年原料成

本上涨影响，但在电力市场化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下，今年以来开工率

仍整体好于去年，最高开工率达到了 50%。铁合金、化肥行业自 2015

年以来受下游产品价格持续疲软的影响，铁合金、化肥行业开工率一

直保持低位运行。其他行业受电力市场改革红利释放的带动，开工率

普遍好于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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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2017 年 6 月全省主要用电行业开工率 

序号 工业类别 6 月平均开工率 环比 同比 

1 黄磷 45.12% -2.00% 4.44% 

2 化肥 56.39% 0.64% -1.29% 

3 电石 19.88% 1.76% 19.50% 

4 钢铁 55.62% -0.99% 8.46% 

5 铁合金 13.56% 1.06% 4.02% 

6 电解铝 90.11% 1.23% 14.42% 

7 铅锌 66.02% 0.64% 11.30% 

8 水泥 59.68% -3.32% 7.00% 

9 工业硅 64.55% 31.13% 11.70% 

10 合计 59.94% 4.60% 9.85% 

2.2.3 省内用电情况 

2017 年上半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 678.9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3%，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 7.8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15%；

第二产业用电量 481.2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82%；第三产业用电量

88.9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3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00.94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3.09%。 

2.2.4 西电东送情况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考察云南讲话精神，按照国家 2017 年国

家重点水电跨省区消纳工作方案，南方电网及时制定了《促进云南水

电消纳 20 条举措》。受益于一系列促进水电消纳措施的出台，2017

年上半年，云南西电东送电量大幅增加，累计送电量（含溪洛渡）

488.8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70%。其中，云南电网送广东 353.8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89%；云南电网送广西 52.77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173.48%；溪洛渡送广东 82.2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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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2017 年上半年西电东送完成情况 

单位：亿千瓦时 

项目 类别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合计 

年度计划 

云南电网送广东 18.59 18.12 27.89 37.76 53.10 65.47 220.94

云南电网送广西 6.30 4.90 6.00 7.09 10.74 12.40 47.43 

溪洛渡送广东 7.77 7.92 8.15 8.87 10.02 29.55 72.29 

合计 32.66 30.94 42.04 53.72 73.86 107.42 340.65

实际送电 

云南电网送广东 44.08 56.16 59.05 50.14 70.60 73.84 353.87

云南电网送广西 7.25 7.24 6.90 7.28 11.11 12.98 52.77 

溪洛渡送广东 9.35 10.56 11.50 11.77 15.21 23.84 82.23 

合计 60.68 73.96 77.46 69.19 96.91 110.66 488.86

与年度计划相比 

云南电网送广东增送 25.49 38.04 31.16 12.37 17.50 8.37 132.93

云南电网送广西增送 0.95 2.34 0.90 0.20 0.37 0.58 5.34 

溪洛渡送广东增送 1.58 2.64 3.35 2.90 5.18 -5.71 9.94 

合计增送 28.02 43.02 35.41 15.47 23.05 3.24 148.21

 

 
图 2.6  2017 年上半年西电东送与年度计划对比情况 

2.2.5 境外售电情况 

2017 年上半年，云南电网累计送境外电量 11.90 亿千瓦时，同比

减少 12.01%。其中，送越南 10.98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4.19%；送老

挝 0.33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50.61%；送缅甸 0.58 亿千瓦时，同比减

少 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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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2017 年上半购售电统计表 

三、上半年电力市场运行情况 

3.1 市场准入情况 

2017 年，云南电力市场发电计划放开程度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

步扩大，2004 年以后投产经 110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并网的省调平

衡电厂全部纳入电力市场化交易，在经过三年的发展和完善后，云南

电力市场首次将风电、光伏纳入交易。截至 2017 年 6 月底，云南电

力市场共 5191 家市场主体完成市场准入。电厂方面，共 349 家电厂

完成市场准入，合计装机容量 6511 万千瓦，其中，水电 135 家，风

电 148 家，光伏 55 家，火电 11 家，市场化电厂较去年年底增加 290

家，装机容量增加 1940 万千瓦，全部为清洁能源电厂。用户方面，

共 4792 家电力用户完成市场准入，较去年年底增加 944 户。售电公

司方面，自 2017 年 1 月 18 日《云南省售电侧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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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后，共 50 家售电公司完成市场准入并开始参与市场交易，有 3 家

售电公司正在公示。 

 
图 3.1  2017 年 6 月底云南电力市场电厂注册情况 

3.2 交易组织情况 

2017 年上半年，昆明电力交易中心按照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

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 2017 年云南电力市场

化交易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工信电力〔2017〕97 号）（下称《方

案》），组织开展了年度、月度、日前电力市场化交易 259 场次，内

容覆盖省内、外送交易，事前、事后交易，品种包含年度双边协商交

易、月度双边协商交易、集中撮合交易、自主挂牌交易、增量挂牌交

易、临时挂牌交易、西电东送框架协议内电量分配、日前电量交易及

合约转让交易等。 

3.2.1 整体情况 

2017 年上半年，除部分电量较小、对电价不敏感的小微用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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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选择暂不参与交易外（电量仅占全部大工业电量的 10%），其他用

户均参与了电力市场化交易，上半年共成交电量 322.37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3.57%，占全省大工业用电量的 92.36%，同比增长 8.46 个

百分点，占全部用电量的 56.13%，同比增长 5.68 个百分点。 

表 3.1  2017 年上半年云南省内市场化交易电量统计表 

单位：亿千瓦时 
项目 合计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市场化电量 322.37 50.11 44.47 55.10 55.88 59.76 57.05 

占全省电量比例 56.13% 46.34% 48.64% 66.36% 57.40% 63.76% 56.70% 

其中：双边交易 159.68 19.49 23.19 31.77 32.03 36.71 16.48 

撮合交易 67.83 26.83 6.17 7.35 7.77 11.50 8.21 

挂牌交易 76.96 0.75 12.09 12.12 13.90 7.06 31.05 

日前交易 17.90 3.04 3.02 3.86 2.18 4.49 1.32 

 

 

图 3.2  2017 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统计情况 

受益于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的更趋完善，再加上上半年西电东送

大幅增送有力缓解了供需矛盾，2017 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化交易

成交价格整体平稳，售方平均成交价每千瓦时 0.214 元。在 1 至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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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38.8 33.7 43.8 45.4 50.3 48.9 49.5 50.2 53.2 56.7 59.3 60.3

2017年 50.1 44.5 55.1 55.9 59.8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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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枯期，售方平均成交价在每千瓦时 0.222 元左右；进入 5 月，部分

水电厂入库流量持续增大，电力供应能力有所增强，全月售方平均成

交价每千瓦时 0.213 元；进入 6 月，随着汛期的到来，水电发电能力

大幅增加，部分调节能力差的电厂弃水压力增大，市场价格环比继续

下降，全月售方平均成交价每千瓦时 0.186 元。 

表 3.2  2017 年上半年云南省内市场化交易电价统计表 

单位：元/千瓦时 

项目 合计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售方平均价格 0.21385 0.22255 0.22181 0.22212 0.22148 0.21265 0.18579

 

 
图 3.3  2017 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化交易售方成交电价统计 

3.2.2 年度双边交易情况 

2017年全年，共有164户用户与65家电厂签订了年度双边合同，

涉及合同 298 份，合计初始成交电量 204.8 亿千瓦时，预计占全年市

场化累计成交电量（657 亿千瓦时）的 31.17%，较去年全年提高约

10 个百分点，电厂侧初始平均成交价格每千瓦时 0.17344 元。其中，

上半年初始成交电量 110.75 亿千瓦时，占全部年度双边交易成交电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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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54.08%，占上半年全部市场化成交电量的 34.35%，电厂侧初始

平均成交价每千瓦时 0.19042 元。 

根据《方案》，所有的年度双边初始成交电量必须在每月交割之

前通过调度机构安全复核后才能执行。受部分电厂来水达不到预期等

因素影响，2017 年上半年通过安全复核的年度双边合同电量 109.41

亿千瓦时，较初始成交电量减少 1.31 亿千瓦时。在年初，由于供需

双方对汛期市场走势的判断分歧较大，难以达成成交意向，因此 6 月

份的年度双边交易成交电量只有 8.46 亿千瓦时，仅占当月市场化成

交电量的 13.96%。 

表 3.3  2017 年上半年年度双边交易最终成交量与市场化成交量对比 

单位：亿千瓦时 

项目 合计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市场化成交电量 322.37 50.11 44.47 55.1 55.88 59.76 57.05 

年度双边成交电量 109.41 19.49 18.71 20.71 20.08 22.44 7.97 

双边占比 33.94% 38.90% 42.07% 37.59% 35.94% 37.55% 13.96% 

 

 

图 3.4  2017 年上半年年度双边交易成交电量与市场化成交电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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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方案》，年度双边合同成交电价在分月电量交割之前可自

行协商修改，部分市场主体通常在签订年度双边合同时共同约定以月

度集中撮合交易平均成交价作为参考，上下浮动一定的比例作为最终

的成交价。2017 年上半年，年度双边合同电厂侧初始平均成交价每

千瓦时 0.19042 元，最终平均成交价每千瓦时 0.19111 元，每千瓦时

较初始成交价上涨 0.00069 元，每千瓦时较月度市场平均成交价低

0.023 元。 

表 3.4  2017 年上半年双边交易成交电价与市场化成交电价对比 

单位：元/千瓦时 

项目 合计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初始成交价 0.190416 0.194604 0.196677 0.196919 0.197807 0.192705 0.12679 

最终成交价 0.191109 0.19566 0.19682 0.19654 0.19646 0.19127 0.13849 

月度市场成交价 0.21385 0.22255 0.22181 0.22212 0.22148 0.21265 0.18579 

降幅 -0.02274 -0.02689 -0.02499 -0.02558 -0.02502 -0.02138 -0.0473 

 

 

图 3.5  2017 年上半年年度双边交易成交电价情况 

3.2.3 月度交易情况 

2017 年上半年，昆明电力交易中心按照《方案》，按月组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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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月度双边协商交易、西电东送框架协议内电量分配、月度集中撮

合交易、挂牌交易、合约转让交易以及月度预招标。 

3.2.3.1 西电东送框架协议内交易 

根据《方案》，云南电网西电东送框架协议内电量在平衡优先发

电量后，剩余电量作为计划性电量，并按照《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关于下发 2017 年云南电网优先发用电计划的通知》（云工信电力

〔2017〕27 号）明确的具体原则，分配给西电东送送电主通道上 500

千伏电压等级接入的水电厂。2017 年上半年，共安排云南电网西电

东送框架协议内电量 300.2 亿千瓦时，其中送广东 252.8 亿千瓦时，

送广西 47.4 亿千瓦时，在平衡优先发电计划 138.14 亿千瓦时后，共

分配协议内电量162.06亿千瓦时，平均成交价每千瓦时0.23535元，

其中送广东 135.04 亿千瓦时，平均成交价每千瓦时 0.25278 元，送

广西 27.02 亿千瓦时，平均成交价每千瓦时 0.14233 元。 

表 3.5  2017 年上半年西电东送框架协议内电量分配情况 

单位：亿千瓦时 

序号 项目 合计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1 云南电网西电东送月度计划 300.2 39.9 39.8 33.9 44.9 63.8 77.9 

2 云南电网西电东送分配电量 162.06 0.00 5.90 23.77 31.43 55.81 45.15 

2.1 其中：送广东 135.04 0.00 4.64 19.56 26.46 46.42 37.96 

2.2 广西 27.02 0.00 1.26 4.21 4.97 9.39 7.19 

3.2.3.2 月度双边协商交易 

2017 年，云南电力市场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月度双边协商交

易，作为对年度双边协商交易的补充，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更为灵活的

交易机制，市场主体可以通过自主协商的方式提前锁定成交电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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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并且还可以在电量交割前共同协商修改成交电价。2017 年上半

年，共有 570 户电力用户与 131 家电厂签订了月度双边协商交易，涉

及合同 2430 份，初始协商电量 52.21 亿千瓦时，经过安全校核后，

最终成交电量 50.27 亿千瓦时，发电侧平均成交价每千瓦时 0.21672

元。 

表 3.6  2017 年上半年月度双边协商交易成交电量对比 

单位：亿千瓦时 

项目 合计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市场化成交电量 322.37 50.11 44.47 55.1 55.88 59.76 57.05 

双边交易汇总 159.68 19.49 23.19 31.77 32.03 36.71 16.48 

月度双边成交电量 50.27 -- 4.48 11.05 11.95 14.26 8.52 

占双边交易比例 31.48% -- 19.33% 34.80% 37.31% 38.86% 51.67% 

占市场化成交电量比例 15.59% -- 10.08% 20.06% 21.39% 23.87% 14.93% 

 

 
图 3.6  2017 年上半年月度双边协商交易成交电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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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0 份合同中，市场主体对 696 份合同的成交电价进行了修改，占

总合同数目的 28.64%，有力促成成交电量 16.96 亿千瓦时，占全部月

度双边协商成交电量的 33.73%。上半年，月度双边协商交易发电侧

最终平均成交价每千瓦时 0.21697 元，较初始成交价每千瓦时 0.2167

元提高了 0.00027 元。 

表 3.7  2017 年上半年月度双边协商交易成交电价对比 

单位：元/千瓦时 

项目 合计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初始成交价 0.21670 -- 0.23287 0.2253 0.2247 0.22017 0.18 

最终成交价 0.21697 -- 0.23664 0.2268 0.22576 0.21748 0.1807 

价格调整幅度 0.00027 -- 0.00377 0.0015 0.00106 -0.00269 0.0007 

月度市场成交价 0.21385 0.22255 0.22181 0.22212 0.22148 0.21265 0.18579

 

 
图 3.7  2017 年上半年月度双边协商交易成交电价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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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 67.83 亿千瓦时，占省内市场化成交电量的 21.04%。 

与去年所不同的是，随着市场规则的不断完善和市场主体市场意

识的不断增强，选择通过中长期交易来参与市场的市场主体越来越多，

集中撮合交易成交电量占月度市场成交电量比例较去年同期有所下

降，最高占月度市场成交电量的 53.54%，最低占月度市场成交电量

的 13.34%，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38.81 和 44.68 个百分点。 

表 3.8  2017 年上半年集中撮合交易成交量与市场化成交量对比 

单位：亿千瓦时 

项目 合计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集中撮合成交电量 67.8 26.8 6.2 7.3 7.8 11.5 8.2 

市场化成交电量 322.4 50.1 44.5 55.1 55.9 59.8 57.1 

集中撮合交易电量占比 21.0% 53.5% 13.9% 13.3% 13.9% 19.2% 14.4% 

 

 

图 3.8  2017 年上半年集中撮合交易成交量与市场化成交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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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市场主体以集中撮合交易平均成交价为“标杆”，按照约定的浮

动机制来确定双边交易电量的最终成交价；（2）自主挂牌交易中，

市场主体通常将集中撮合交易平均成交价作为摘牌的“底线”；（3）

售电公司的价格保底服务模式中，通常将用户成交价低于集中撮合交

易平均成交价作为收费的前提条件；（4）在偏差处理机制中，将售

方集中撮合交易平均成交价作为上调服务价格的上限。2017 年上半

年，月度集中撮合交易售方平均成交价每千瓦时 0.23569 元，在枯平

期的 1 至 5 月价格比较平稳，6 月份集中撮合交易平均成交价环比有

所下降，为每千瓦时 0.20916 元。 

表 3.9  2017 年集中撮合交易平均成交价格与市场化交易平均成交价格对比 

单位：元/千瓦时 

项目 合计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撮合交易平均成交价格 0.23569 0.23999 0.24099 0.24215 0.24423 0.23186 0.20916

市场化交易平均成交价格 0.21385 0.22255 0.22181 0.22212 0.22148 0.21265 0.18579

降幅 0.02184 0.01744 0.01918 0.02003 0.02275 0.01921 0.02337

 

 

图 3.9  2017 年上半年集中撮合交易成交电价与市场化成交电价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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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4 自主挂牌交易 

2017 年 2 月，云南电力市场开始引入发用电侧双向自主挂牌交

易品种，主要考虑从加强市场引导和优化机制两个方面入手，鼓励挂

牌方、摘牌方在价格接受范围内尽可能多申报挂牌、摘牌电量，通过

引导供需双方充分竞争，实现成交量价的有机配合，从而解决单向挂

牌交易机制中存在的局部市场过分竞争，另一部分市场竞争不充分的

问题。其主要设计思路如下： 

（1）引入信息公示步骤，用电企业公示需求电量和期望电价，

发电企业公示满足发电能力约束的可供电量和期望电价，准确展示市

场的供需形势和价格诉求。 

（2）采用连续交易的模式，依次组织电厂挂牌用户摘牌、用户

挂牌电厂摘牌交易，利用供需双方的市场博弈，促使双方不断调整报

价策略，努力缩小双方价格诉求的差距，提高市场总成交电量。 

（3）优化摘牌规则，取消总摘牌电量上限约束，将摘牌方公示

电量和挂牌方挂牌电量的较小值作为单次摘牌电量的上限，鼓励摘牌

方在价格范围内对全部挂牌电量进行摘牌。 

（4）优化出清规则，将供需双方的公示电量作为自身在整个挂

牌交易市场成交电量的上限，用户摘牌阶段按照价格由低到高的方式

出清，电厂摘牌阶段按照价格由高到低的方式出清，摘牌方总成交电

量达到公示电量后不再参与后续成交。 

2017 年上半年，自主挂牌交易市场用户公示电量 78.86 亿千瓦

时，最终成交电量 37.47 亿千瓦时，占总成交电量的 11.62%，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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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率 47.52%，发电侧平均成交价每千瓦时 0.23573 元。 

表 3.10  2017 年上半年自主挂牌交易成交量与市场化成交量对比 

单位：亿千瓦时 

序号 项目 合计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1 市场化成交电量 322.37 50.11 44.47 55.10 55.88 59.76 57.05 

2 购方公示电量 78.86 -- 12.97 14.06 12.89 7.05 31.89 

3 
月度自主挂牌交易

成交电量 
37.47 -- 11.41 11.98 3.01 3.54 7.53 

3.1 
其中：电厂挂牌、

用户摘牌成交电量 
17.61 -- 5.58 4.66 0.93 2.22 4.22 

3.2 
用户挂牌、电厂摘

牌成交电量 
19.86 -- 5.83 7.32 2.08 1.32 3.31 

4 市场占比 11.62% -- 25.66% 21.74% 5.39% 5.92% 13.19%

 

 

图 3.10  2017 年上半年自主挂牌交易成交量与市场化成交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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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撮合平均成交价相差不大；（3）由于用户挂牌、电厂摘牌是本交

易品种的最后一轮交易，考虑到市场整体供大于求的供需形势，电力

用户通常会在电厂挂牌、用户摘牌平均成交价以下一点进行挂牌，电

厂迫于成交压力往往会对小幅低于电厂挂牌、用户摘牌平均成交价的

挂牌电量进行摘牌，因此，用户挂牌、电厂摘牌平均成交价都是要略

低于电厂挂牌、用户摘牌平均成交价。 

表 3.11  2017 年上半年自主挂牌交易成交价格与市场化成交价格对比 

单位：元/千瓦时 
项目 合计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售方公示均价 0.26572 -- 0.27814 0.28130 0.27587 0.27933 0.23041

购方公示均价 0.20267 -- 0.23282 0.23262 0.23900 0.20999 0.16089

自主挂牌交易成交价格 0.23520 -- 0.24133 0.24284 0.24580 0.23550 0.21203

电厂挂牌、用户摘牌成交价格 0.23514 -- 0.24140 0.24304 0.24627 0.23641 0.21499

用户挂牌、电厂摘牌成交价格 0.23627 -- 0.24126 0.24272 0.24559 0.23397 0.20825

集中撮合交易成交价格 0.23569 0.23999 0.24099 0.24215 0.24423 0.23186 0.20916

 

 
图 3.11  2017 年上半年自主挂牌交易成交价格与市场化成交价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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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撮合未成交挂牌交易、增量挂牌交易和临时挂牌交易，受交易规则

与市场不确定性影响，不同种类的挂牌交易并未按月开展，故将三种

挂牌交易合并为其它挂牌交易，一并分析。2017 年上半年，其它挂

牌交易累计组织挂牌电量67.35亿千瓦时，成交电量39.49亿千瓦时，

市场成交率 58.64%，平均成交价格每千瓦时 0.20292 元。从交易电

量分布来看，撮合未成交挂牌交易只在 1 月份开展，增量挂牌交易自

4 月份开始开展，临时挂牌交易共成交电量 37.58 亿千瓦时，占其它

挂牌交易成交电量的 95.16%，发电侧平均成交价每千瓦时 0.20187

元，成交电量主要集中在枯汛转换的 5、6 月份，有效稳定了用电需

求，实现电力市场由枯期向汛期的平稳过渡。 

表 3.12  2017 年上半年其它挂牌交易成交量与市场化成交量对比 

单位：亿千瓦时 

项目 合计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其它挂牌交易成交电量 39.49 0.75 0.68 0.15 10.89 3.52 23.52 

市场化成交电量 322.37 50.11 44.47 55.10 55.88 59.76 57.05 

市场占比 12.2% 1.5% 1.5% 0.3% 19.5% 5.9% 41.2% 

 

图 3.12  2017 年上半年其它挂牌交易成交量与市场化成交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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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2017 年上半年其它挂牌交易成交价格与市场化成交价格对比 

单位：元/千瓦时 

项目 合计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其它挂牌交易平均成交价格 0.20292 0.20830 0.21554 0.23500 0.23642 0.21173 0.18537

市场化交易平均成交价格 0.21385 0.22255 0.22181 0.22212 0.22148 0.21265 0.18579

降幅 -0.01093 -0.01425 -0.00627 0.01288 0.01494 -0.00092 -0.00042

 

 

图 3.13  2017 年上半年其它挂牌交易成交电价与市场化成交电价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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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2017 年上半年上调服务月度预招标申报情况 

单位：元/千瓦时 

项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申报预招标电厂数目 37 180 175 180 177 87 

撮合平均成交价 0.23999 0.24099 0.24215 0.24423 0.23186 0.20916 

等于撮合平均成交价 73.0% 68.3% 80.0% 85.6% 77.4% 66.7% 

低于撮合平均成交价 27.0% 31.7% 20.0% 14.4% 22.6% 33.3% 

 

 

图 3.14  2017 年上半年上调服务月度预招标申报情况 

 

图 3.15  2017 年上半年上调服务月度预招标价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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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日前电量交易 

2017 年上半年，昆明电力交易中心按日组织开展了日前电量交

易，共有 391 户用户具备日前电量交易资格，累计申报电量 25.98 亿

千瓦时，累计成交电量17.9亿千瓦时，占用户累计申报电量的 68.9%。 

电量方面，2017 年的日前电量交易规则中进一步强化了“日考

核”规则，杜绝了电力用户将多日用电量一次性申报的现象，有效规

范和约束了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在电费考核的压力下，市场主体有

动力将偏差电量分解到每一个日前电量交易市场上去处理，市场活跃

程度显著增强。2017 年上半年，购售双方日前电量交易申报 14242

条次，较去年同期的 6087 条次增加 8155 条次，同比增加 133.97%，

上半年日前电量交易累计成交电量 17.9 亿千瓦时，占省内市场化成

交电量的 5.55%，较去年同期下降 2 个百分点。 

从分月成交情况来看，春节以后，随着用电市场的逐步复苏和企

稳，一季度日前电量交易市场较为平稳，每月成交电量在 3 亿千瓦时

左右；4 月份，在月度市场成交规模较大和电力用户进入检修高峰期

的双重因素影响下，日前电量交易成交电量有所下滑，最终成交 2.18

亿千瓦时；进入枯汛转换的 5、6 月，购售双方的市场博弈程度进一

步加深，月度集中市场波动较大，对日前电量交易市场也产生了一定

影响，在 5 月日前电量交易成交 4.49 亿千瓦时冲顶后，又下滑至 6

月份的 1.32 亿千瓦时。 

表 3.15  2017 年上半年日前电量交易成交量与市场化成交量对比 

单位：亿千瓦时 

项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合计 

用户申报电量 7.20 3.25 4.05 2.43 6.09 2.96 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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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成交电量 3.04 3.02 3.86 2.18 4.49 1.32 17.90 

市场化成交电量 50.11 44.47 55.10 55.88 59.76 57.05 322.37 

日交易成交比例 42.24% 92.94% 95.19% 89.62% 73.79% 44.40% 68.91%

日交易占月交易比例 6.07% 6.79% 7.00% 3.90% 7.52% 2.31% 5.55% 

 

 
图 3.16  2017 年上半年日前电量交易成交量与市场化成交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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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2017 年上半年日前电量交易申报电量、成交电量对比 

价格方面，日前电量交易作为对年度、月度各交易品种的补充，

成交价格变化趋势与集中撮合交易和月度平均成交价变化趋势一致。 

表 3.16  2017 年上半年日前电量交易平均价格与市场化交易平均价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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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撮合交易平均成交价格 0.23999 0.24099 0.24215 0.24423 0.23186 0.20916

市场化交易平均成交价格 0.22255 0.22181 0.22212 0.22148 0.21265 0.18579

 
图 3.18  2016 年日前电量交易平均价格与集中撮合交易、月平均成交价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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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2016 年日前电量交易平均价格与集中撮合交易、月平均成交价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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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千瓦时，市场占比首次过半，达到了 53.81%。 

表 3.17  2017 年上半年售电公司成交量与市场化成交量对比 

单位：亿千瓦时 

项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合计 

售电公司成交电量 -- 0.06 2.94 4.56 28.05 30.70 66.30 

市场化成交电量 50.11 44.47 55.1 55.88 59.76 57.05 322.37 

市场占比 0.00% 0.13% 5.33% 8.16% 46.94% 53.81% 20.57% 

 

 

图 3.20  2017 年上半年售电公司成交量与市场化成交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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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合计 

售电公司平均成交价 -- 0.24533 0.23440 0.23525 0.20212 0.18452 0.19772

集中撮合平均成交价（购方发电

侧） 
0.24562 0.24908 0.24570 0.24609 0.23511 0.21338 0.24031

市场化成交电价 0.22589 0.22321 0.22273 0.22184 0.21343 0.18653 0.21500

 

 

图 3.21  2017 年上半年售电公司成交电价与市场化成交电价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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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交易，深入州市及重点企业开展交易规则培训解读，走访调研典型

发用电企业，通过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交易系统等途径做好信息

公开。交易结算方面，强化交易结算信息化，大力做好结算系统与电

网营销管理系统、计量系统的数据交互，持续完善系统结算、分析、

统计等核心功能，实现了市场化结算业务与电网营销业务全闭环管理，

电费结算准确率得到有效提升，结算周期大大降低。技术支持系统方

面，全面建成基于“互联网+”的电力交易系统，在实现与电网企业

调度、营销等内部专业系统互联互通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与银行、

税务等外部系统接口的互联互通，有效满足了保证金支付、市场主体

线上注册、售电公司委托代理等业务需求，系统消缺率及可用率达

100%，有力支撑了全省电力交易业务的顺利开展。 

4.2 加强沟通协调，促进汛前水位消落 

为充分拉腾小湾、糯扎渡两个主力水库库容，提前为汛期水电消

纳做好准备，积极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等，通过发

挥南方电网大平台优势，采用“计划+市场”模式，上半年云南西电

东送电量大幅增加 148.21 亿千瓦时，有力保障了汛前小湾、糯扎渡

电站水库水位消落目标。入汛前，全网水电共腾出 236 亿立方米有效

库容，小湾、糯扎渡电站水库水位分别消落至 1170 米和 770 米附近，

均低于年度计划水位，为汛期减少弃水促进清洁能源消纳打下了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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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配合做好西电东送清算工作，维护市场主体利益 

2017 年上半年，云南西电东送电量增加 148.21 亿千瓦时，但通

过电力交易平台进行交易的电量只有 115.1 万千瓦时。针对没有通过

市场机制形成的西电东送增送电量，昆明电力交易中心积极配合做好

发电企业超发电量的预结算工作，通过采取先按各月集中撮合交易平

均成交价结算超发电量，事后再进行清算的办法，确保发电企业上网

电费及时结算，有效缓解发电企业生产经营压力。与此同时，加强与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的沟通协调，积极配合做好西电东送增送电量清算

方案编制，并在增送电价上积极争取主动，全力维护发电企业利益。 

4.4 加强市场培育引导，确保市场运行平稳有序 

加强市场培育引导，印发《昆明电力交易中心电力交易业务指南

与流程》，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交易组织流程，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优

质的电力交易服务。上半年，根据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双方的自主申

请，组织开展临时挂牌交易 19 次，促进供需双方在价格接受范围内

成交电量37.67亿千瓦时，其中在枯汛交替的5、6月共成交电量25.99

亿千瓦时，占临时挂牌交易成交电量的 68.99%，占月成交电量的

22.25%，有效减少市场主体电量偏差，稳定了用电需求，实现云南电

力市场由枯期向汛期的平稳过渡。 

4.5 推动双边合同互保交易，健全市场风险防控机制 

根据《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试行）》，结合云南电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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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及时明确年度双边合同互保的交易规则和组织方式，允许在发

电企业之间以及电力用户之间签订互保协议，并同步发布了互保协议

建议文本，标志着《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试行）》中提出的互

保交易模式在全国首次落地实施，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风险

防控和对冲手段。2017 年 6 月 20 日，昆明电力交易中心成功组织全

国首次年度双边合同互保交易，共计申请互保电量 3965 万千瓦时，

经安全校核后，8 家用户成交互保电量 2437 万千瓦时。 

4.6 开展售电公司信用评价，有效规范市场秩序 

在全国范围率先启动售电公司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建立黑名单和

负面准入制度，即基于信用评价，惩戒售电公司违规参与市场行为，

建立与信用等级相挂钩的售电公司保证金制度，鼓励售电公司积极为

市场做出贡献、规范开展业务，通过信用等级的不断提高，减少保证

金资金沉淀，降低企业经营成本。通过暂停交易资格、调整相应售电

公司信用等级等方式，引导售电公司健康成长，在培育市场的同时，

也为用户进行选择提供了有效参考，有效规范了市场秩序。 

五、2017 年下半年市场形势预测 

5.1 2017 年下半年供需形势分析 

5.1.1 用电需求分析 

省内市场方面，为确保我省经济平稳回升，省政府出台了进一步

促进全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 22 条措施，并持续开展督导工作。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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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交易中心根据市场运行情况，持续优化电力市场化交易组织工作，

为企业提供更为丰富、灵活的交易服务，以进一步发挥我省水电富集

的优势，持续合理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下半年云南省内用电市场将保

持平稳较快增长，预计7-12月份省调平衡口径发电侧省内用电量527

亿千瓦时。省外市场方面，依据南方电网公司下达的 2017 年西电东

送计划，7-12 月份云南西电东送电量 631.6 亿千瓦时。国外市场方

面，预计 7-12 月份送越南、老挝、缅甸电量 3.5 亿千瓦时。 

综上所述，预计 7-12 月份省调平衡口径发电侧用电需求 1162 亿

千瓦时左右。 

5.1.2 供应能力分析 

水电方面，预计下半年澜沧江干流偏丰 4%左右，金沙江干流偏

丰 5%左右，其他流域偏枯 0-6 成左右。10 月末、年末小湾电站库水

位分别按 1240 米、1225 米附近考虑，糯扎渡电站库水位分别按 812

米、807 米附近考虑情况下，下半年纳入省调平衡水电预计可发电量

1467 亿千瓦时左右。火电方面，仅考虑涉及保障电网安全、供热供

气、老区政策性电量、机组备用状态确认启停电量的情况下，统调火

电预计可发电量 86 亿千瓦时左右。新能源方面，结合装机容量、年

度投产计划等，预计可发电量 77 亿千瓦时左右。 

综上所述，预计 7-12 月份纳入省调平衡电源可发电量 1629 亿千

瓦时左右。 

5.1.3 电力电量平衡分析 

小湾、糯扎渡以及各流域龙头水库、调节性能较好的水库最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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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参与调节，火电仅考虑接纳涉及安全、供热、供气、备用能力确认

对应电量以及政策性电量，预计下半年系统富余电量 467 亿千瓦时。

若用电需求未能达到预期或发电能力大于预期，富余电量有可能进一

步增加。 

5.2 全年用电需求预测分析 

省内用电需求方面。在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内经济增长的形势下，

督导小组将继续做好企业复产增产工作，预计今年省内用电需求好于

去年同期，预计云南电网全年省内售电量为 1166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6.33%，其中大工业用电增长 7.33%，预计全年主要行业用电除了

钢铁行业负增长外，其他行业均呈正增长，其中增量明显的主要行业

有电解铝行业，预计年用电量 207.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2%，主

要是东源铝厂一期停产的246个电解槽预计8月10日全部恢复生产，

预计电解铝开工率将从目前的 89%上升到 93%。 

西电东送电量方面。按照南方电网公司下发的“水电消纳 20 条

措施”力争云南省全年西电东送电量达 120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41%，其中云南电网送广东电量 84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7%，

送广西电量 14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1.8%，溪洛渡送广东 220 亿千

瓦时，同比减少 10.8%。 

境外送电量方面。预计下半年越方仅在 11、12 月有下网需求，

预计全年境外送电量 15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13.5%，其中送越南 13.9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5.6%，送老挝 0.62 亿千瓦时，送缅甸 0.4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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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时。 

综上所述，云南电网 2017 年预计完成售电量 2165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0%。 

5.3 全年省内电力市场化交易情况预测 

综合上半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情况和下半年全省主要行业开工率

测算情况，预计2017年省内电力市场化交易成交电量657亿千瓦时，

其中，上半年成交 322.37 亿千瓦时，下半年省内市场化电量预计在

334.63 亿千瓦时左右，其中 7 月已成交 58.1 亿千瓦时，8 至 12 月年

度双边协商交易初步成交电量 81.44 亿千瓦时，下半年累计初步成交

电量139.54亿千瓦时，剩余省内市场化电量约195.09亿千瓦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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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2017 年云南电力市场化交易成交情况预测表 

单位：亿千瓦时 

项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全年 

省内市场合计 50.11 44.47 55.10 55.88 59.76 57.05 58.10 58.00 56.00 55.00 53.00 55.00 657.48 

其中：年度双边交易电量 19.49 18.71 20.71 20.08 22.44 7.97 10.66 12.48 12.43 10.75 23.28 23.08 202.10 

月度交易电量（含日交易） 30.62 25.76 34.38 35.80 37.32 49.09 47.45 45.52 43.57 44.25 29.72 31.92 455.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