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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横向比 国内纵向比 我国电价到底贵不贵？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则消息传来，引发全球关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地区突发大面积停电！

 停电发生在当地时间13日晚7时左右，停电约影响4.2万用户，导致餐厅、商店等暂停营业，还导致部分路段交通信
号灯失灵，部分地铁线路停运。好在，几个小时之后，这一地区的电力供应得以恢复。

 曼哈顿停电之所以这么受关注，因为这里是纽约的中央商务区，很多跨国公司总部，以及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华
尔街，都坐落在这个地区。

 电力供应，在现代生活中确实太重要了。回首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地方缺电相当严重，拉闸限电几乎是“家常
便饭”。电力供应不足，很多企业被迫“停三开四”，居民生活用电也经常停电，农村用电更是困难。经过近40年的
努力，这一状况才得到根本性改善。

 前几天，麻辣哥看到一篇文章说，放眼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的超庞大人口的国家，却
依然做到了全民通电。

 目前，我国一般城市地区的供电可靠率是99.9%。作为电力供应的薄弱环节，我国农村电网改造将提前一年竣工，
在今年年底全面完成。改造完成后的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将达99.8%，也就是每年户均停电时间不超过17.5个小时
。这样一个可靠率，那是相当可靠了！

 电力供应关系千万家。很多人关心，我国供电可靠率这么强，那么我国电价到底处于啥水平？和国外比较，是贵还
是便宜？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麻辣财经近期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调研采访，专家观点和相关内容都在这里
了，供您参考。

 国际横向比，我国上网电价处于中等水平

 用户电价一般包括上网电价、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其中上网电价和输配电价是其主要部分。上网电价是
发电厂卖电价格，输配电价则是政府在审核电网输配电成本基础上确定的价格。我国这两部分电价是高还是低？

 国网能源研究院财会与审计研究所所长李成仁，长期从事电价问题研究。他通过国际横向对比分析，认为我国上网
电价处于中等水平，而我国输配电价则处于较低水平。

 李成仁说，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欧盟统计局等机构公开的美国、英国、德国等37个国家2017年相关电价数据，并
按2017年平均汇率折算为美元后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上网电价看，37个国家平均上网电价每千瓦时6.8美分，分布区间为4.1美分（瑞典）～22.0美分（马耳他），相差
5.0倍。

 其中，高于8美分的有西班牙（14.8美分）、意大利（10.0美分）、英国（9.3美分）等7个国家；5～8美分的有韩国
（7.2美分）、法国（7.3美分）、德国（6.6美分）、美国（6.2美分）、中国（5.3美分）等19个国家；低于5美分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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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4.7美分）、丹麦（4.3美分）等11个国家。

 我国的上网电价处于中等水平，排在第23位。

 从输配电电价看，37个国家平均输配电价每千瓦时为5.0美分，分布区间为1.9美分（土耳其）～8.1美分（荷兰），
相差4.3倍。

 其中，高于6美分的有荷兰（8.1美分）、德国（7.3美分）、丹麦（6.3美分）等8个国家；位于4～6美分之间的有法
国（5.7美分）、日本（5.6美分）、英国（4.7美分）、美国（4.3美分）等19个国家；低于4美分的有希腊（3.7美分）
、意大利（3.7美分）、中国（2.8美分）、韩国（1.9美分）等10个国家。

 我国位列第33位，也就是倒数第5位，处于较低水平。

 国际横向比，我国销售电价处于低水平

 销售电价就是到用户的电价，是消费者直接感受到的电价水平。那么这个最终电价中国处于啥水平？

 李成仁团队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销售电价是9.4美分，处于37个国家的倒数第二位。

 37个国家平均销售电价为每千瓦时17.5美分，分布区间为9.2美分（土耳其）～31.9美分（丹麦），相差3.5倍，按水
平高低分为四个区间。

 高价区：电价高于20美分，包括丹麦（31.9美分）、德国（30.1美分）、比利时（25.9美分）、西班牙（25.7美分）
等11个国家。这些国家近年来因可再生能源占比显著提升等原因，推高了销售电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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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高价区：电价为15～20美分，包括英国（19.8美分）、法国（19.7美分）等12个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可再生能源占
比不高，但用户对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等要求较高，加大了电力设施投入成本。

 中价区：电价为10～15美分，包括卢森堡（14.6美分）、多数东欧国家、韩国（10.7美分）、美国（10.5美分）等12
个国家。美国页岩气资源丰富且开采成本低，东欧国家电力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低价区：电价低于10美分，包括：中国（9.4美分）、土耳其（9.2美分）等2个国家。中国电价是第二低。

 销售电价还可以细分，分为工业电价和居民电价。

 从工业电价来看，37个国家的工业电价平均为13.1美分，分布区间为6.9美分（美国）～29.6美分（丹麦）。

 高价区：高于15美分，主要有丹麦（29.6美分）、德国（21.2美分）、意大利（17.6美分）、英国（16.6美分）等11
个国家。

 中价区：10～15美分，主要有西班牙（14.6美分）、日本（14.4美分）、法国（11.7美分）、韩国等（11.0美分）16
个国家。

 低价区：低于10美分，主要有中国（9.7美分）、芬兰（9.5美分）、美国（6.9美分）等10个国家。我国工业电价为
倒数第7位，也是比较低的。

 从居民电价来看，37个国家平均为20.6美分，分布区间为8.0美分（中国）～37.7美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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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价区：高于20美分，主要有德国（37.7美分）、西班牙（31.8美分）、意大利（26.1美分）、法国（22.9美分）、
日本（21.9美分）等20个国家。

 中价区：12-20美分，主要有捷克（19.2美分）、波兰（17.2美分）、美国（12.9美分）等13个国家。

 低价区：低于12美分，主要有韩国（10.0美分）、中国（8.0美分）等4个国家。中国的居民电价，为37个国家的倒
数第一。

 不少人喜欢拿中美两国比较，那么中美两国电价比较有啥特点？

 中美均以化石能源发电为主，我国燃煤电量占比65%，美国燃煤电量占比33%、燃气电量占比33%。

 美国具有一次能源价格优势，特别是页岩气、煤炭价格均显著低于我国。再考虑美国火电企业一般都签订有长期供
煤供气协议、燃煤机组多数为坑口电厂，而我国火电企业多数位于负荷中心、运输距离远、长期协议比重低。

 我国电网实行统一规划与建设，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性。相比之下，美国有输电企业160多家、配电企业3000多家
。相同电压等级输电线路造价，美国比中国高50%以上，如500kV线路，每公里美国造价要90万美元，中国只要40～6
0万美元。

 附表：中美各用电类别价格对比。为与美国可比，我国工业包括了大工业55%和普通工业10%。

 此外，我国电网成本管控较好，单位电量运维费较低。数据显示，2009-2016年，美国运维费平均为每千瓦时2美分
，同期我国电网企业为0.96美分，美国是中国的2.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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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工商业用电的电量大、电压高、成本低，电价应低于居民农业用电。美国是典型发达国家，居民用电占比
大、价格高，工业用电占比小、价格低。

 而我国工商业电价显著高于居民和农业电价，主要是存在较严重的工商业电价补贴居民、农业电价情况，表现为工
业用电占比大、价格高，居民农业用电占比小、价格低。严重的交叉补贴，导致我国工商业电价偏高。

 专家建议，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在保障民生的基础上适当提高第二、三档居民用电价格，逐步缓解工商业
对居民用电的交叉补贴，从根本上解决工商业用户电费负担重的难题。

 国内纵向比，近年来工商业电价不断降低

 目前，全国基本上实现了以省为单位的城乡同网同价，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基本稳定。比如，北京生活用电每千瓦时
0.48元，河北是0.50元，这一价格已经好多年了没有变了，其他省份也大都如此。

 但更早的时候，农村电网电价，要比城市居民生活用电价格贵。直到1998年，全国推进农网改造升级，开始实行城
乡用电同网同价。目前在全国同一省内，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用电电价，已经基本相同。

 1997年5月，浙江市区居民照明到户电价调整为0.53元，之后基本保持在这个价格上下。这张发票是2005年的，用电
量峰谷合计217度，加上阶梯累进电价后电费为104.76元，平均每度为0.482元。

 2012年，绍兴市居民用电到户电价，按年用电量划分三档阶梯式累进加价。8月当月，这户居民的用电量总293度，
合费为126.66元，平均每度为0.432元。2016年3月，当月用电量总320度，合费为133.04元，平均每度为0.4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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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乡居民用电价格稳定的同时，我国工商业用电价格近年来则呈下降趋势。

 麻辣财经从国家电网获悉，2018年，国家电网公司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减税降费决策部署，配合各级价格主
管部门分四批出台了10项降价措施。

 从执行情况看，上述四批措施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10.5%，超额完成“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降低10%”的任务。

 今年以来，国家电网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低10%”目标任务，配合国家发改委又出台了
四项降价措施。其中：第一批措施4月1日起执行，主要利用增值税税率调整腾出的空间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第二批
措施自7月1日起执行，包括进一步降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适当延长电网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降低部分发电机组上网电价等措施。

 “今年降价政策全面落地后，预计可进一步再降低用户成本负担641亿元。”国家电网有关负责人表示，2016年以
来陆续出台的各项降价措施累加，国家电网经营区域内每年可降低用户电费负担2858亿元。2016-2019年期间，一般工
商业电价电价分别为每千瓦时0.828元、0.806元、0.709元、0.638元（预计），累计降幅22.9%。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422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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