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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三中全会决定：电改重启 箭已上弦

 《决定》指出：

 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
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

 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
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解读：

 看完三中全会《公告》后，本来我有一些失望，因为没有看到任何关于电改（电力体制改革）方面的信息。难道就
这样算了吗？不应该啊。2012年上半年，时任国务院主管工业的副总理李克强曾就电力改革作出指示，强调要保证能
源长期稳定供应，电力市场化改革是必然选择，要求相关部门研究电改顶层设计和重点推进方案。李总一直是中央力
主电改的鹰派。今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就任后首个记者会上坦言，改革步入深水区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
局。 “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暗示了坚持电改的决心
。等到《决定》出来，终于被我发现了关于电改的信息和痕迹。

 “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这正是下一步电改的核心任务：输配分离，只保
留电网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输电职能，剥离电网的配电、售电职能，引入发电侧、售电侧的可竞争性业务的市场化，
使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离。电网的输配分离就是所谓的网运分开之一。网运分开后，电网不再参与电力交易，只
收取过网费，就相当于高速公路的过路费。电改进入攻坚核心阶段。

 电改重启，高层酝酿已久。电力是国家经济动脉，国之重器，事关重大 ，汲取过去电改半途而止的教训，务求此
役一击必胜。“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电力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进展最缓慢、改革阻力最大、牵涉各
方利益最复杂的改革。如果从2002年开始计算，电改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年，电力产业市场化改革的复杂性超出了最初
设计者的想象，漫漫长路，不堪回首：

 1)  1997 年开始对针对电力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成立了国家电力公司，原电力部行使的政府管理权移交给国
家经贸委，电力体制政企分开。这算是预备。

 2)  2002 年开始在电力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打破电网的垂直一体化垄断模式，在发电端开放竞争。实行“厂网分
开”，将国家电力公司管理的电力资产按照发电和电网两类业务进行划分。

 3)  2003年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正式成立。国家电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4)  2011年进行电力“主辅分离”。两家电网公司的勘测设计企业，火电、水电施工企业和电力修造企业剥离，同
时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改革的历程表明，电力产业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改革既可能获得巨大收益，又潜伏着各种风险。十
年过去，电力改革当初提出的改革方针“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上网”只完成了前一半。即使对这一
半的改革，业界也都一致认为不彻底。

 1)  厂网虽分开，但原本分离的本意是在发电侧展开竞争，可是由于上网电价和发电额度仍然控制在发改委，初
衷并没有实现。反而成了夹生饭。

 2)  主辅分离不彻底。原目标是剥离电网的电站设计建设、电力装备制造、三产等辅业，只保留输配电主业。可
是国网利用2008年冰灾，提出的辅业重新界定，并于2009年逆向收购许继平高两大领先电气制造集团。

 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电网和其相关利益集团，步步为艰。一句话：不彻底、不坚决、没触动核心。面对一个垂直
垄断了中国输电、配电和供电整个环节，独享覆盖中国国境具有完全自然垄断属性的高压输电、中低压配电网络资源
，作为单一购电方向发电厂买电，作为单一卖电方向终端用户售电的超级庞大的电网，历届政府都显得信心不足。一
个被规制企业利用规制者的自利动机进行寻租活动，使规制者成为被规制者的“俘虏”，并共同分享垄断利润，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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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规制的失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电改注定无法成功。

 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在国内所遭遇的所有问题的原罪就是中国落后的电力体制不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和应用。不进
行电力体制改革，就从根本上解决不了电网对于新能源冲击其售电垄断利益的排斥，电网不可能真心接纳新能源并网
。国家光从行政上施压不可能解决问题。电网虽然妥协而改变了政策，但是僵化的电力体制并没有改变，从根本上决
定了电网没有接纳新能源的主观能动性。只有打破旧体系才能解放新能源。

 为适应国家新能源的战略要求，为保证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为实现中央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无论如何电力体制必
须与时俱进，坚持继续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引入电力的市场化竞争，彻底打破发电、输电、配电、售电各环节的垄
断。最终将我国电力市场建成一个开放、公平、自由竞争的电力市场：

 1)  不管是发电侧还是售电侧，存在许多买方和卖方，没有任何一方具有市场势力，地位平等

 2)  供需双方都有价格响应能力

 3)  透明且运作有效的电力交易平台

 4)  独立于电网的第三方电力调度机构

 5)  任何电力源只要满足并网技术标准就能够被电力网络平等接入

 6)  发电方、配电方、用电方三方之间都能双向互动，实时传递信息

 这应该是我国电改的终极目标和电力市场的美好蓝图。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作者 和海一样的新能源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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