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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力力体体制制改改革革获获得得积积极极成成效效
新能源参与市场竞争是必然趋势

今日山航 S07

电力改革不断推进

2015年3月15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
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被誉为“啃硬骨头的改革”正式
拉开帷幕，最大的亮点是提出
稳步推进售电侧改革，有序向
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业务。

相对于售电放开而言，配
电网因触及电网企业核心利
益，放开的脚步要缓慢一些。直
至2016年10月11日，《有序放开
配电网业务管理办法》出台，12
月1日首批105个增量配电网业
务改革试点落地。之后2017年
11月和2018年4月第二批和第
三批试点相继落地，目前项目
总量已达320个。

为扎实推进增量配电业务
改革试点工作，了解试点中存
在的问题，检查督导增量配电
业务改革健康有序合规加快开
展，8月份以来国家发改委、国
家能源局组成六个组分别赴江
苏、贵州、辽宁、河南、广东、甘
肃、宁夏、重庆、云南、福建、浙
江、上海、湖北、湖南等14个省
(市、区)，开展增量配电业务改
革试点督导调研，了解项目进
展、建设、运营以及供电业务许
可证申办等情况，以及业主确
定、配电区域划分、配电设施接
入系统以及配电价格制定等方
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有专家指出，在实际的操
作中，政府规划与电网规划衔

接、增量配电与存量的区域划
分、供区存量资产处置还存在
问题和争议。同时，在当前的增
量配电价格下，基本没有盈利
空间。输配电价按电压等级划
分不是太合理，还有一些项目
根本没有压差。而且目前很多
试点都是产业园区、工业园区
或经济开发区等，用电需求一
般都是先低后高，甚至后期也
不一定高，从而导致较长时期

内售电量较低，收入远低于预
期。此外，一些小型配电企业相
关标准有待提高，独立第三方
机构的数量和专业能力也不
足。

不过，在经过多年推进积
极改革后，目前，全国所有省份
均建立了电力交易机构，其中，
云南、山西等8省(区)组建了股
份制交易机构；北京、广州2个
区域性电力交易中心也组建完
成，成立了全国电力交易机构
联盟，形成业务范围从省(区)
到区域、从区域到全国的完整
组织体系。截至2018年上半年，
在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注册的
合格市场主体达82921家，较
2017年底增长约2万家。

售电侧市场竞争机制初步
建立。截至2018年8月，全国在
电力交易机构注册的售电公司
达3600家左右，为电力用户提
供多样化的选择和服务，有效
激发了市场活力。同时，发改委
开展了三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
试点，共有试点项目320个，不
少试点项目已投入运营，在引
入社会资本方面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

在加快放开发用电计划方
面，2018年上半年，全国市场化
交易电量8024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24 . 6%。其中，发电企业与
电力用户直接交易电量6656亿
千瓦时，为工商企业减少电费
支出约259亿元；跨区跨省市场
化交易电量1483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32 . 6%。2018年7月，发

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
于积极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
进一步完善交易机制的通知》，
明确要求扩大市场主体参与，
完善电力市场交易机制，提出
2018年放开煤炭、钢铁、有色、
建材等4个行业电力用户发用
电计划。

新能源未来将参与市

场竞争

从新能源行业来看，根据
中国的电力改革政策，政府将
会开放售电市场，但输电则仍
在两家主要电网公司手上(南
方电网和国家电网)。由于火电
和水电比其他可再生能源更具
成本优势，因此政府推出了可
再生能源配额制，以保障可再
生能源的发展(2020年前，发电
公司的总发电量至少9%要来
自非水力可再生能源；2020年
前，火电公司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需至少相当于总火电发电
量的15%)。根据可再生能源配
额制，未达标的火电公司需要
向可再生能源公司购买“绿色
证书”，这将惠及可再生能源。
此外，由于风电利用小时数高
于光电，在更低的市场价格下
仍可盈利，更具成本优势，因此
风电比光电更能受惠于可再生
能源配额制。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了
2017年全国31省(区)的上网电
价。其中风电平均上网电价为
562 . 30元/千千瓦时，燃煤发电

的平均上网电价为371 . 65元/
千千瓦时。2020年风电要实现
平价上网，目前来看风电仍有
190 . 65元/千千瓦时的距离。

近年来，尽管风电、光伏等
新能源发展迅速，但由于资源
富集地与电力消费地不匹配、
技术因素以及体制障碍导致的
新能源消纳难、并网难仍是困
扰行业发展的难题。目前，一方
面是政府大力扶持新能源建
设，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的弃风
弃光现象，光伏与风能发电有
较多无处可用的尴尬境地。我
国新能源面临着“弃风、弃光限
电”问题，导致新能源开发不得
不转向低风速、低光照地区，这
些地区尽管没有消纳问题，但
可开发的资源非常有限，且面
临复杂的开发环境。

不过，可以看到，全面参与
市场也是新能源发电最终必然
的选择，对于新能源行业而言，
享受补贴的受限发展与全面参
与电力市场，究竟哪一个是现
阶段新能源行业的最优选择，
需要先看看成熟电力市场国家
新能源进入电力市场的模式。
但毋庸置疑，我国现阶段新能
源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是任何一
个成熟电力市场国家无法比拟
的。国外通过溢价补贴、实施配
额制、签订实物或金融协议等
多种方式保障新能源收益，使
得新能源能够以低电价参与市
场竞价实现优先上网，用市场
的方式实现新能源健康可持续
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电力体
制改革已经持续了数年，而
改革的目标从来不是为了
单纯的降低电价，但是，价
的高低走向又是评价电改
效果的关键指标之一，因
而，电价，尤其是售端电价
始终牵动着关心电价人士
的神经。

近日，国家发改委召开
10月份定时定主题新闻发
布会。政研室副主任、委新
闻发言人孟玮在会上表示，
今年以来，发改委会同有关
部门和地方，推动电力体制
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据孟玮介绍，在去年实
现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改革
全覆盖的基础上，2018年陆
续核定了华北、东北、华东、
华中、西北五大区域电网输
电价格，以及24条跨省跨区
专项输电工程输电价格，累
计核减电网企业准许收入
约6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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