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大地：国家电网改革并非“一拆了之”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45536.html 
来源：国土资源部网站

周大地：国家电网改革并非“一拆了之”

 中国的改革一定要针对国情

 记者：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国家电网改革要重启，经求证，事实上国家发改委深化2013年经济体制改革征求意见稿中
，没有拆分国家电网的改革内容。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周大地：改革要有一个理性的出发点，就是要针对中国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改革。我国的目标很明
确，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市场是一种手段，目的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目
标是共同富裕，也就是现在说的实现中国梦。

 对于电力体制改革，应该分析能源行业、电力体制现在出现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妨碍着大目标的实现。我
个人认为，市场化是方向、手段，但不应该成为改革的目的。事实上，没有一个所谓的规范的、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
。有些国家国有化程度高一些，有些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分更多一些，即使是发达国家之间，也有很大区别。而各
国的电力装机结构、电力管理的架构也不一样。所以，如果改革只是从一个彻底市场化概念出发来讨论，这本身就是
伪命题。

 有人提出拆分国家电网，但首先要弄清楚，拆分要解决什么问题？拆分后有什么好处？

 记者：也许有人回答说，对区域电网公司容易实现监管，而且能够通过他们之间的比较和竞争实现一个好的监管成
果，甚至有利于电价的下降，对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呢？

 周大地：区域电网之间要实现竞争很困难，因为每个区域内部的经济结构、电源结构都不完全一样，有些地方水电
多一些，有的则是煤电或风电多一些，其成本也会有很大区别。另一方面，用电需求也有很大差别，电源比较集中的
地方经营起来是一种状态；电源分散偏僻的地方，成本、用电量、线路长度又是另外一种状态。现在电价分区也不完
全一样，上网电价和用户电价在全国各地也不完全一样。如果拆分，就得承认这些不同之处，情况就相当复杂。

 所谓拆分之后便于监管，可以比较其成本收益，可以计算出所谓的合理价格体系——我觉得这都是比较抽象的想象
。讨论问题要具体化，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提出改革措施，就可能会像苏联的“休克疗法”那样，把市场化给神圣化
了。其实对市场化，很多人也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国际金融财团在世界的垄断地位，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
大挑战。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资产存量比较多，所以被掠夺得少一些。中国的改革一定要针对国情，看一
看到底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究竟该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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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改的核心是电价而不是拆分

 记者：您认为，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

 周大地：对于电价的管理模式，是值得认真讨论的。如果现在电价管理模式不变，改革不会取得真正的成效。电价
完全由国家定价，而且有各种社会性的加价。大家对煤价也不想动，销售电价也不敢动，积累下的价格扭曲和经济评
价体系失效，就越来越严重了。价格信号失灵，政绩评价体系不准，就导致我国经济投资拉动型的特点更加明显，在
电价扭曲、各地投资冲动下，很多电力项目也很难说是优化的。

 现在很多人一说“利益集团”就指国企，其实民营企业也是“利益集团”，而且更活跃。各个地方、各个行业也有
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电力体制改革，反而对电网布局的优化、电源结构的优化、电力项目的优化，没
有太多考虑。这是不正常的。

 电价的扭曲使得对国家电网等电力企业的经济评价成了难题，因为很多复杂的价格因素没有厘清，人们也很难说清
企业是干得好还是不好，可以说你干得好是因为电价高，干得不好是因为没涨电价。人们说国企不好，无外乎就是认
为它低效，但是低效是怎么造成的？难道规模过大就是低效？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就想一拆了之，这种思路，我不赞
同。

 记者：就您所了解的国外电力体制改革的情况，如果国家电网拆分，会对资源配置、电力投资带来哪些变化？

 周大地：电网拆分和2002年发电企业拆分为五大集团有区别。电网拆分会直接导致对整个电力规划、项目优化的协
调控制能力的减弱。所谓靠无序竞争达到优化的理念，带来的很可能是更没有优化和规划的动力，各方都从各自的利
益最大化出发，无效、低效竞争的势头可能会很大。现在全国各地重复建设、产业雷同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当然也
有人说，市场会教育他们，但教育结果往往就是大量的国家财富流失，而流失的都是国有银行的钱，都是大家的存款
，是全社会的损失。

 在资源配置方面，由于利益关系更复杂了，协调起来更难。比如风电、水电由西部向东部的输送和消纳问题，不同
地域的电网会有不同的诉求和压力。那么，最后谁来协调这个事？在这些问题没弄清楚以前，盲目提出拆分，我觉得
没有理论和现实的依据。

 当年把贵州电网划到南方电网，是因为其水电充足，可西电东送，否则它也不该归属到南方电网。所以把电网拆得
小了，未见得就能合理调度，总是想通过拆分来解决问题，不管从技术上来讲还是从体制上来讲，都没有太多的理由
。

 拆分的试错成本非常高

 记者：在电网安全这方面，我们听说有一个观点：电力系统的安全实际上是对社会发挥了最大的经济性。大停电对
社会的影响太大了，您觉得“拆分”对电网安全是强化了，还是减弱了？

 周大地：这要看分开以后，是否有电网统一调度，没有总调度的话，对电力运行体制会有很大影响。大家需要把契
约系统做得非常完整，这是有很大代价的。这种情况下，各个电网之间要用契约的方式确定关系，比如某处缺电了，
出了问题，对下面电网有影响，安全责任究竟如何界定。

 很多大停电的发生就是由于安全责任的互相推诿。从技术上讲，可以根据不同的电网结构和所有制关系，设计不同
的管理模式。但是现在没有谁可以肯定地说，分开以后管理模式就肯定比统一管理模式更优化，没有什么可信的证据
可提供。如果只是说拆了之后“试试”，试错的成本非常高。

 而在电网实行普遍服务方面，也还有没有捋清的事，一方面要搞市场经济，一方面又在具体的利益和投资的问题上
没有界定清楚，哪些是属于公益性质的？国家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支持？尤其是对老少边穷地区的供电问题，交叉补贴
问题，都混到一起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搞所谓的彻底市场化，我觉得是不科学的。

 记者：从当前我国能源形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您对电力改革有哪些建议？

 周大地：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环境资源的约束问题比较严重，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在能源投资、能源保障
能力建设方面又确实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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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命题之一就是，从未来经济发展的转型方面分析，能源行业到底怎么办？如果能源行业本身完全按照过去的
外延式的、扩张式的经济发展来进行能源供应和准备，那以后肯定会面临能源供应过剩，投资无效的问题。

 第二个命题，就是能源系统本身的优化。电网系统的优化还是非常重要的，是接受了市场的教训之后再优化，还是
理性地提前进行优化？现在还是可以进行一番讨论甚至争论的。其实，发达国家很多电力系统也未见得就优化，所以
不必把西方国家的状态看作理想状态，他们也大面积地断电过，也有教训，而且很多国家的电价也不比中国便宜。

 记者：您对国家电网公司在优化配置方面有什么建议？

 周大地：我建议国家电网公司加强理论研究，尤其是在电网投资的定价理论方面。我国电价的两难困境是什么？一
方面大家都认为电价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电价管理也有很多矛盾没有调节好，但另一方面很多人感到为难的是，大
家不掌握电力供销的数据。所以电价改革就成了想改的人不知道怎么改，知道数据的人又无权提电价改革方案，大家
都失望了。白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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