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需宽松为电力体制改革创造良机

今年以来，我国用电

消费增速放缓，电力供需

从过去总体平衡进入总

体宽松格局。电力供需总

体宽松，也为电力体制改

革向纵深推进创造了良

机。去年11月份，国家发

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

合印发了 6 个电力体制

改革配套文件。这一系列

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已进

入实际操作阶段

经模型测算，2016 年一季度、
二季度中经电力产业景气指数走
势有望保持基本稳定，具体数值
分 别 为 97.8 和 97.7；预 警 指 数 未
来 2 个 季 度 保 持 平 稳 ，具 体 数 值
均为 66.7。

电力行业企业景气调查结果
显示，电力行业企业家对 2016 年
一季度企业经营状况预测的预期
指数为 124.5，比对四季度企业经

营状况判断的即期指数低 6.1 点，
比三季度的预期指数低 3.0 点。

四季度接受调查的电力行业企
业中，84.7%的企业订货量“增加”或

“持平”，比三季度上升 0.3 个百分
点；93.1%的企业用工需求“增加”或

“持平”，比三季度上升 6.4 个百分
点；86.5%的企业投资“增加”或“持
平”，比三季度下降0.8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电力行业面临着供

给过剩、需求不足、结构失衡、市场
化程度不高和环境约束趋紧等方
面的矛盾和问题，为保证电力行业
的健康发展，电力行业要抓住机
遇，积极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同
时，加快电力行业“供给侧”改革，
一方面要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减少
行政干预，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
面要提高管理 水 平 和 效 率 ，加 强
技术创新，降低成本。

景气度有望保持稳定
前 瞻

展望未来，我国电力行业将受到两
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随着经济增速
放缓，国内电力市场的竞争正在日趋激
烈；第二，随着全球碳基能源价格的暴
跌，以燃煤为代表的火电相较于风电、
太阳能发电等清洁电源的成本优势得
到了加强，这使得发展清洁电源所需要
的补贴负担更加沉重。

而随着我国电力领域体制改革和
简政放权的推进，电力系统体制的透明
化意味着市场机制将逐渐取代政府管
控，在行业内发挥更为主导的作用。在
此趋势下，如何继续推进电源结构的清
洁化，避免火电凭借成本优势对于清洁
电源的逆替代，将是电力行业面临的关
键挑战。

2015 年的统计数据就揭示了这一
隐忧。尽管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数进一步下降至 3969 小时，创下近 30
余年来的新低，发电侧火电的扩张步伐
却出现了加速。2015 年全年，全国共新
增火电装机 6400 万千瓦，同比增幅高
达 33.6%，高于全部发电装机 24.2%的增
幅；火电电源建设投资也高达 1396 亿
元，同比增加 22.0%，在各主要电源类型
中增幅最大。火电的逆势增长，一方面
与我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不匹配，另一
方面也将进一步加剧全国发电能力的
整体过剩问题。

电力行业的健康发展，亟需在电源结
构的清洁化与管理体制的透明化之间找
到平衡点。而目前正在积极建设与完善的
电力环保成本补偿体系，则给这一难题提
供了一条解决途径。包括燃煤机组大规模
超低排放改造在内的大气污染排放控制
的加强，加上包括碳排放权、排污权乃至
用水权、用能权等在内的排放权交易市场
的建立，将逐渐成为影响我国电力行业发
展新的关键因素。从能源结构的角度来
看，上述环保体系的建立通过政策要求下
污染控制的全面铺开、市场机制下环境外
部性的内部化双管齐下，将拉近清洁电源
与火电之间的成本差距，从而帮助电力行
业在结构的清洁化与机制的透明化之间
找到发展的平衡点，对我国能源领域的未
来将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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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报告监测结
果显示，2015年四季度，中经电力产
业景气指数为 97.8，比上季度回升
0.2 点；预警指数为 70.8，比上季度
上升 4.1 点，连续 8 个季度运行于偏
冷的“浅蓝灯区”。

总的来看，2015 年一、二季度，
中经电力产业景气指数虽然受宏观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影响有所下
行，但从下半年开始，电力产业景气
度有所上升，全年电力行业运行总
体平稳。

电力行业运行平稳，其实与全
国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宽松是密不可
分的。今年以来，我国用电消费增
速放缓，电力供需从过去总体平衡
进入总体宽松格局，部分地区出现
供应能力过剩。

数据显示，1至 11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电厂发电量51257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0.1%，增速同比降低3.8个
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风电发电量
同比增长 16.4%，比前三季度加快
3.7 个百分点；核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29.8%,比前三季度放缓 2.6 个百分
点；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3.6%，比前
三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火电发电

量同比下降 2.4%，降幅比前三季度
扩大0.2个百分点。

从用电量情况看，1至 11月份，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50493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0.7%,增速同比回落
3.0个百分点。其中，工业用电同比
下降 1.1%，增速放缓 4.8 个百分点，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70.7%，对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107.9%。

电力供需的总体宽松，也为电
力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创造了十分
有利的时机。2015年11月份，为进
一步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实施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
印发了 6 个电力体制改革配套文
件。这一系列文件的出台，标志着
我国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实
际操作阶段。

总的来看，6个配套文件牢牢把
握市场化改革方向，推进市场建设，
鼓励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既与新一
轮电改方案“三放开、一独立、三加
强”的总体思路高度吻合，也积极回
应了电力领域向社会资本有序放开
竞争性业务的社会关注；既还原电

力的商品属性，又重视电力商品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

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
思路，本次电力体制改革通过有序
缩减发用电计划，在发电侧和用电
侧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彻底改变
我国供用电模式。归根结底，此轮
电力体制改革就是要同时发挥好

“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作
用，促进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
高效的电力运行新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轮电力
体制改革，在我国电力行业运行的
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集中发力，是
对我国现有的电力体制的一次重塑
与市场秩序重构。这将对电力行业
的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有几
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是电网建设方面。根据专
家预计，在新的电力体制框架下，输
配电网建设将出现一轮投资与创新
的高潮。2015年前11个月，全国电
网工程完成投资 3852 亿元，同比增
长 11.3%。未来的输配电市场竞争
将更充分，将会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参
与到配电网的建设中来，这有利于调
整电力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其次是清洁可再生能源发电方
面。《关于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的实
施意见》进一步明确，通过建立优先
发电制度保障清洁能源发电、调节性
电源发电优先上网，这意味着长期困
扰清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弃水、弃
风、弃光”现象有望得到更好的解决，
清洁可再生能源将迎来长期稳定利
好的发展周期。

此外，在售电侧方面。按照《关
于推进售电侧改革的实施意见》，售
电业务将向社会资本开放，多途径
培育售电侧市场竞争主体。这意味
着一网独大的市场生态体系将被打
破，用户将有更多的选择权，这也能
敦促提升售电服务质量和用户用能
水平。普通电力用户不仅将获得更
高质量的电力服务，也将直接享受
整合互联网、分布式发电、智能电网
等新兴技术所带来的利益。

总之，随着电力体制改革推向纵
深，电力市场体系的重构步伐将进一
步加快，“有法可依、政企分开、主体
规范、交易公平、价格合理、监管有
效”的市场体制将加快建立，这既有
利于电力行业自身的健康发展，也有
助于其他行业企业“降成本”。

施工人员在江苏扬州菱塘回族乡境内的低风速风电场吊装风机。 濮良平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