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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电价治标不治本

电价市场化改革是正道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尽管国家发改委上月底宣布调控

煤炭和电力价格的组合拳， 但是 “头

痛医头， 脚痛医脚” 的做法， 对于

“煤电顶牛” 仍是难治本。 展望未来

几年， 市场对电力的刚需， 煤炭资源

有限下的刚性上涨， 电力企业再次陷

入全行业亏损， 再度 “要挟” 调高电

价只是时间问题， 而解决问题的关键

是电力行业体制再次改革。

本次上网电价上调

2.6

分

/

千瓦

时， 销售电价上调

3

分

/

千瓦时， 上

网电价上调幅度约为

6.8%

， 是

2005

年以来上调幅度最大的一次。 据测

算， 如今年维持去年总用电量

4.6

万

亿千瓦的水平， 占

81%

发电量的火

电将达到

3.73

万亿千瓦时， 即 “输

血” 火电

670

亿元。 而如果按照年内

三次累加的上网电价， 输血额度更是

高达

1400

多亿元， 一举缓解了近两

年的电力企业亏损局面。

显然， 在多年的 “计划电” 与

“市场煤” 博弈中， 对电力企业来说，

如此慷慨之举并不多见。 但是， 市场

各方仍拍手叫好的少， 深入反思的

多， 普遍认为， 此举治标难治本。 毕

竟在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且需求日益

旺盛的格局下， 煤炭价格长期上涨的

趋势难以改变， 电力价格成本继续上

升已是必然， 问题的关键是电力行业

体制再次改革。

“多贵的煤价就有多大的电荒。”

显然， 电价改革的最终方向是实现电力

价格市场化， 必须实现煤价、 上网电价

和销售电价的联动， 做好居民阶梯电

价、 分时电价等的制度设计， 使电价能

够真正反映电力资源的稀缺程度， 需要

从发电、 输电、 配电和售电四个环节都

参与市场定价， 从而形成最终电价。 合

理的电价形成机制要充分反映火电企业

的发电成本， 且可以推动火电企业互相

竞争， 提高发电效率。

回顾电价的改革历程也可以看出，

2003

年第一次电力改革后， 至今遗留的

问题主要是最难突破的电价和电力市

场。

2008

年

~2009

年， 该问题集中爆

发， 在高煤价的压制下， 发电企业全行

业亏损， 再次改革已经相当迫切。 随着

新一轮电力紧缺周期的到来， 把电力体

制改革走到底， 才是保障电力供应的最

终出路。 如果借着 “十二五” 转变发展

方式的契机， 政府能加快完成电力体制

改革， 彻底走向市场， 将使得电力行业

的前景更加稳健， 避免行业再次陷入全

面亏损局面， 然后被动调整电价的尴尬。

根据国家电监会日前发布 《输配电

成本监管暂行办法》， 其中针对电网企业

输配电成本核算及支出提出一系列监管

措施。 这也是搁置多年的电网输配电分

开改革进程重新进入融冰期的政策信号。

由于输配电成本是输配电价的形成依据，

输配电价对最终电价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新能源”难解电荒之急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面对火电企业投资的连续下降，

决策层加大了对新能源行业的扶持力

度， 近期更是出台提高可再生能源电

价及增加补贴资金等举措。 但是在占

比不足

4%

电力的现状下， 期待 “新

能源” 能够缓解缺口越来越大的电

荒， 不过是杯水车薪。

据统计， 从

2006

年

6

月开始征收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开始， 经过四次

调整， 标准已经从最早的每千瓦时

0.1

分钱变为如今的

0.8

分钱。 由于电价附

加和一系列扶持政策的出台， 中国的

可再生能源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尤

其是风电。 “十一五” 期间， 我国风

电装机容量连续

5

年翻番， 成为全球

风电装机规模第一大国。 而今年

1

至

10

月， 全国风力发电量达到

583

亿千瓦

时， 比去年同期增长

56.9%

， 占到全国

发电量的

1.5%

。

按照电监会规划， “十二五” 期间

将进一步加快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

预计到

2015

年风电装机将达

1

亿千瓦，

年发电量达

1900

亿千瓦时， 占全国发

电量比重将超过

3%

。 而截至

10

月底，

全国并网风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3913

万千瓦， 比上年同期净增

1481

万千瓦，

同比增长

61%

。

尽管发展势头猛不可挡， 但是眼下

风电占到全国发电量

1.5%

的现状， 让

新能源缓解电荒的期待变得遥不可及。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

认为， 风电贡献电量为总量的

1.5%

，

太阳能则可以忽略不计。 这都表明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 国内的电力主要还是以

煤电为主。 “发展风电和太阳能是支持

清洁能源， 不是为了解决电荒， 风电和

太阳能所占比例太小了。 而且由于清洁

能源增量满足不了能源需求的增量， 煤

炭绝对量还会持续增加。”

“新能源的经济性就被过度高估，

这不仅会因为舆论误导导致政府和企

业盲目上马风电项目， 更会因煤电投

入流失导致更严重的电荒。” 林伯强

说， 新能源是能源领域未来发展的趋

势。 但不能本末倒置， 社会各界对于

由谁来担负并网成本、 远途输电成本

缺少周密计划。

能源专家李朝林也表示， 决策层与

其在当下花大价钱补贴新能源产业， 莫

若把注意力放在提高既有能源的利用能

效上。 换句话说， 提高能效是目前可以

获得的最便宜的能源。

B4

2011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三

主编

:

龙可 编辑

:

周群策 电话

:0755-83517225

产经

Industry

电荒持续 电力行业议价能力有望增强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由于全国电源投资放缓， 特别是

火电投资连续下降， 装机增速持续低

于用电增速， 未来几年， 我国电力供

需形势将更加严峻。 而作为应对之道，

跨区电网建设和智能电网规划， 以及

需求侧管理， 都将在明年加大力度，

这也给相关电力设备行业带来了机遇。

电力行业若想走出困境， 根本出路还

在于电价市场化， 而电荒的持续， 无

疑将增强电力行业的议价能力。

电荒越演越烈

今年以来， 我国

20

个省市地区

不同程度地出现用电紧张情况， 进入

冬季有

17

个省市出现拉闸限电， 中

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测分析， 今冬明

春， 全国用电缺口将达到

4000

万千

瓦。 “未来几年， 缺电形势会更为紧

张， 局部地区电力紧张的范围更大，

缺口也会更大。 预计

2012

年， 全国

最大的电力缺口会达到

5000

万千瓦

左右； 到

2013

年会达到

7000

万千瓦

左右。 届时， 全国性电力供应偏紧局

面仍将持续， 部分地区缺电严重， 拉

闸限电措施仍将不可避免。”

来自国家电网的预测数据也显

示， 明后两年电力供需形势将更加严

峻， 缺电呈现 “量大、 面宽、 时间

长” 的特点。 其中，

2012

年供电区

域内最大电力缺口约

4900

万千瓦。

2013

年， 如果淮南至上海、 锡盟至

南京等一批特高压输电项目能如期建

成投产， 可基本解决电力供需紧张矛

盾， 否则最大电力缺口将超过

7000

万千瓦。

国家电网还预测， 到

2015

年，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6.3

万亿千瓦时，

最大负荷

10.1

亿千瓦， “十二五”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8.6%

和

8.9%

；

2020

年， 全社会用电量

8.3

万亿千瓦

时， “十三五” 期间用电量年均增长

率为

5.6%

；

2030

年， 全社会用电量

10.4

万亿千瓦时， 最大负荷

17.3

亿

千瓦，

2020

年

~2030

年年均增长分

别为

2.3%

和

2.7%

。

“今年已进入电力紧缺的新一轮

周期。” 招商证券分析师彭金刚认为，

尽管

2012

年考虑到全球经济放缓一

定程度上缓和了供需矛盾， 但全国电

力供需形势仍然较为紧张， 明显的表

现是火电机组利用小时将继续提升。

根据招商证券的预测，

2012

年，

全国机组利用小时为

4823

小时， 火

电利用小时为

5361

小时。

2013

年，

预计全国机组利用小时为

4925

小时，

火电利用小时达到

5514

小时。 从历

史经验来看， 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超过

5400

小时可认为由用电紧张进

入缺电状态， 未来几年， 电力供需将

持续偏紧。

火电投资继续萎缩

由于煤炭成本矛盾长期未解， 电

力企业对投资火电意愿不强， 近几年

来中国火电投资大幅下滑， 成为电力

供应紧张的重要原因。 数据显示， 截

至

2010

年底， 我国火电发电量

3.4

万亿千瓦时， 占发电总量比重的

80.8%

， 消耗电煤

16

亿吨， 占全国

煤炭总消耗的

50%

左右。

“发电源在建规模严重不足， 加

上火电建设积极性降低， 将造成今后

几年火电投产规模不合理地快速下降，

不能满足电力需求的增长， 将推动

2013

年电力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中

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部主任薛静对

于目前发电源在建规模严重不足的现

状颇为担忧。

根据中电联统计数据显示， 火电投

资比重、 投资规模、 新增装机在最近几

年不断下降。 截至今年

9

月底， 全国基

建新增发电生产能力

4962

万千瓦， 同

比减少

224

万千瓦。 其中， 火电新增装

机同比增长

8.8%

， 继续低于火电发电

量及全社会用电量增速。 前三季度， 全

国火电新开工规模

1262

万千瓦， 同比

减少

1338

万千瓦。

从投资规模看， 前三季度， 火电投

资呈现负增长、 所占比重同比下降， 火

电投资

742

亿元， 是近

3

年来最低值，

在电源投资额中占比

30.6%

， 同比下降

7

个百分点。 这基本上延续了 “十一

五” 期间， 火电投资大幅减少的势头，

期间火电投资完成额则由

2005

年的

2271

亿元锐减至

2010

年的

1311

亿元。

电力行业亏损是火电投资大幅下降

的重要因素。 据电力企业内部资料显

示， 从

10

月份起， 五大电力综合利润

全部亏损。 截至

10

月底五大电力亏损

700

亿元， 与

2010

年全年亏损状况持

平。 目前只有内蒙、 河北、 北京、 江

苏、 浙江、 广东、 陕西、 新疆等地实现

火电盈利。

此外， 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则是火

电装机萎缩的另外一个原因。 根据环保

部不久前新修订完成的 《火电厂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规定所有发电企业要

在两年内完成所有机组的脱硫、 脱硝和

除尘的新标准改造。

来自五大发电集团多位人士均表

示， 排放新标令电企丧失了新建火电厂

的积极性， 造成项目施工拖延。 “我们

现在把华东、 华中的几个新建项目都停

了， 或者能慢就慢， 因为这成本做不

起。 加上煤炭成本越来越高， 建设火电

企业的热情早就消失了。”

电网投资明年进入高峰期

在电荒持续升级的背后， 我国电力

产能闲置造成的浪费也同样惊人。 西部

电力富余问题， 与中东部地区电力紧张

问题同时存在， 跨区输电通道不畅问题

依旧严重， 解决 “制度性缺电” 已经提

上日程。

国家电网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 今

年迎峰度夏期间， 华北、 华东、 华中电

网电力缺口

3000

万千瓦， 而东北、 西

北电网电力富余

2700

万千瓦， “受端

缺电” 与 “送端窝电” 并存。 若再加上

“窝电” 更严重的内蒙古蒙西电网， 富

余电力总量超过

3500

万千瓦， 足以弥

补上述电力缺口。

“电力发展应该从过去的就地平衡

为主， 向跨区送电模式转变。” 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魏昭峰说， 就

地平衡为主的电力发展模式， 使得东中

部等缺电地区过度依赖输煤， 而山西等

煤炭调出省区的输煤输电比例为

20

：

1

，

输电比重明显偏低。 这就造成电力发展

出现运力紧张、 煤炭价格持续上涨、 发

电积极性严重受挫等一系列问题。

如何解决跨区输电能力不足问题？

国网能源研究院副总经济师白建华认

为， 未来的形势取决于特高压跨区电网

建设项目和配套电源项目核准和建设进

度。 如果能顺利建成投产， 缺电范围将

有所缩小， 电力供需也会有所缓和。

随着淮南上海第二条特高压线获

得核准及晋东南特高压线扩建工程通

过竣工验收， 国家电网近期加快了特

高压推进步伐。 市场普遍预计， 随着

扩建工程通过负荷实验运行后， 特高

压招标将加速推进， 对相关设备需求

将带来切实利好。

宏源证券电力行业分析师王静坦

言， 电力行业投资应围绕电网投资侧重

点展开。 “在特高压审批有望加速、 电

网智能化投资逐步加大以及城乡电网改

造景气度维持的情况下， 两网投资增速

在

10%~15%

之间， 即

4300

亿元

~4400

亿元左右。 投资重心主要是特高压建

设、 电网智能化以及配电网建设等。 此

外， 未来几年特高压交流变电站投资约

1176

亿元， 而特高压直流换流站投资

约

1420

亿元。”

根据国网和南网的规划， 未来

3

年

将是电网发展的高峰期， “十二五” 期

间特高压交直流投资约为

5400

亿元，

其中国网特高压交流

2800

亿元， 直流

2200

亿元。 国网特高压交流将建设成

为 “三横三纵一环网” 的格局， 而通过

特高压交直流共同完成北部、 西北部、

东北部煤电、 风电和太阳能电力向环渤

海和东南部地区输送以及西南水电向东

南地区输送的建设目标。

在智能电网方面， 作为世界电网发

展的基本方向， “十二五” 期间， 智能

电网关键技术研发、 设备研制和示范应

用等将被提到更高位置。 目前， 相关企

业正在加快制定和完善电力系统智能化

标准， 加强相关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

在经济较发达和可再生能源集聚地区开

展智能电网建设试点。 建设一批分布式

能源接入电网示范工程， 启动微电网试

点工程建设， 推进适应电动汽车快充和

慢充的配电网建设， 积极开展智能用电

小区、 智能楼宇建设和智能电表应用，

推动终端用户用能模式转变。

电力需求侧管理全面升级

面对持续升级的 “电荒” 形势， 决

策层今年加大对于电力需求侧的管理力

度。 今年是落实电力需求侧管理的第一

年， 在

12

月份， 国家发改委更是陆续

出台对于电网企业、 工业用电和居民用

电等需求侧领域相关考核方案以及指导

意见。

在电网企业层面， 根据近期国家发

改委发布 《电网企业实施电力需求侧管

理目标责任考核方案 （试行）》。 方案考

核对象为国网公司、 南网公司及所属省

级电网企业。 考核内容包括电力电量节

约指标完成情况和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

开展情况。 年度指标原则上不低于经营

区域内上年售电量的

0.3%

、 最大用电

负荷的

0.3%

。

国家发改委还要求， 各省级政府相

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

资金、 完善峰谷电价制度等配套政策，

为电网企业开展工作提供好的条件和环

境。 电网企业应制定电力需求侧管理工

作制度和计划， 为保证顺利完成工作目

标提供必要的人力和资金投入。

随后， 在工业用电领域， 工信部也

出台 《关于做好工业领域用电需求侧管

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对各地工业领域

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提出了主要任务和

重点工作。 意见提出， 在

5

年内， 完善

政策体系、 促进工业电能利用效率提

高； 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节电型工业；

制定有序用电方案， 保障电能合理配

置； 健全工业节点标准体系， 推广节点

工艺技术和设备； 推进量化融合， 以信

息化带动工业节电； 完善激励机制， 支

持开展工业电力需求侧管理； 建立企业

评价体系， 大力推广工业电力需求侧管

理示范工程； 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企业

用电管理体系。

在居民用电层面， 阶梯电价制度也

即将全面展开。 根据国家发改委

11

月

30

日下发的 《关于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

梯用电的指导意见》， 对居民生活用电实

行阶梯电价的制度。 酝酿已久的阶梯电

价在经过一年多的征求意见后终于尘埃

落定。 在未来的几个月内， 阶梯电价将

不再是 “纸上谈兵”。 各省市区都将会开

展具体实施方案的制定， 进行价格听证

后铺开试点， 条件成熟后全面推行。

———电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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