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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改解读：提高居民电价 有百利而无一害

 近期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中发[2015]第9号，以下简称9号文），引起国内
能源界和经济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电改的车轮在停滞了13年后，终于又启动了，而且这次将驶向改革的深水区。

 取消交叉补贴 居民电价必将上涨

 坊间关注的热点之一是电改后，
居民电价是否会上涨？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目前的居民电价大大低于欧美各国居民电价水平，是不正常的，
是用工商业电价补贴居民电价的结果，是非市场经济因素干预的异常，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毒。

 据发改委透露的信息显示，中国居民电价长期低于欧美等地。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欧洲平均居民电价最高的
是丹麦、塞浦路斯、德国和意大利，价格分别是29.7欧元/100度、29.1欧元/100度、26.8欧元/100度和23欧元/100度。最
低的是保加利亚的9.6欧元/100度。欧盟27个国家同期平均电价是19.7欧元/100度， 约1.4元人民币/度。最贵的丹麦是2.3
元人民币/度，最便宜的保加利亚是0.76元人民币/度。可以大致参考的是，上海居民平均电价为0.53元人民币/度。我
国居民电价平均水平为0.51元/度。

 欧美是工业电价低，居民电价高。和欧美相反的是，中国的居民用电价格(约0.5元)大大低于工业用电价格(约1.0元)
。大家想想就明白，工业用电对于电网来说相当于批发用户，居民用电对于电网来说相当于零售用户，正常来说，按
照销售规模和管理费用，显然批发价不应该高于零售价。中国的居民电价和工业电价的倒挂，是中国长期以来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产物。国家在用工业用电价格补贴居民用电价格，这一点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可是这个电价政策真的
是有利于我们这些居民吗？答案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高额的工业电价被记
入生产成本，加入产品售价中，最终仍然是消费者-居民买单。你消费得越多，你支付的隐性电价就越多。电价费用
对于个人来说，从可控变成不可控，最终你每月支出的给电网的电费账单是少了，可实际支出隐形电费要大大增加。

 9号文指出，中国电力“价格体系没有理顺，市场化定价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现行电价管理仍以政府定价为主，电
价调整往往滞后于成本变化，难以及时并合理反映用电成本、市场供求状况”， 要求“妥善处理电价交叉补贴。结
合电价改革进程，配套改革不同种类电价之间的交叉补贴”。“结合我国国情和电力行业发展现状，充分考虑企业和
社会承受能力，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妥善处理交叉补贴问题，完善阶梯价格机制，确保居民、农业、重要公用
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等用电价格相对平稳”。

 逐步取消交叉补贴，恢复电价的市场定价机制是电改的目标之一。取消交叉补贴后， 居民电价势必上涨， 工商业
电价必然下调。工商业电价下调，必然导致社会整体商品物价水平相应下降，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住房、医疗、交
通等等，居民生活无所不包。我们知道，电费在居民生活费用中比重很小。一个北京普通居民3口之家平均用电大约
为每月100度电，电费50元，占居民生活支出（按平均5000元计算）比重仅为1%。以1%的部分的涨价换来99%的部分
的降价，显然中国城乡居民整体支出将大幅下降。以小博大， 何乐不为？居民终将是电改的受惠者。

 居民电价的回归  将推动分布式光伏进入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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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式光伏电站是对应集中式光伏发电站来说的。是指建在用户侧，所生产电力主要自用，多余上传，夜间从电网
购电。可以应用在工业厂房/公共建筑/居民屋顶上，是最适合光伏特点的应用，也为欧美所鼓励。2011年以来，欧美
陆续修改光伏政策，削减对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的补贴，向小型分布式电站倾斜。在政策推动下，分布式发电装机占
比相当高，德国达到20%，日本和印度分别达到14%和18%，美国占7.8%，而中国不到1%。分布式光伏在中国市场推
广的巨大阻力之一是中国居民电价过低。电价过低，
造成光伏发电收益偏低，居民对分布式光伏系统投资热情不高。目前， 以北京居民计算，
一套5KW屋顶光伏发电系统的投资回收期需要7年（含国家给的光伏度电补贴0.42元每度电）。投资回收期过长，
市场推广困难重重。

 当电改后取消交叉补贴，居民电价走上正轨后，分布式光伏收益会大大提高，投资回收期会缩短到5年左右。这样
，普通居民就更容易接受分布式光伏产品。在没有实现平价上网之前，光伏都是政策市场。光伏的平价上网有三条重
要因素：1组件成本2.电池发电效率3.用电价格。前两点取决于光伏技术，后一点取决于电价。居民电价的上涨会缩小
光伏电和市电的价差，同时工业电价的下调会降低光伏组件的成本。最终加速光伏实现平价上网。也就是说，
光伏发电在没有补贴的支持下， 可以直接和市电竞争。

 分布式屋顶光伏电站实际上一个稳定的投资回报产品。粗略计算一下， 实现平价上网后，光伏发电成本0.8元每度
电，按照年有效发电1500小时计算，5年内发电量就足以收回光伏系统投资成本，此后的20年（组件寿命为25年），
她就会会给业主源源不断地发电创造价值，风险比证券产品低，基本不需要维护费用。比经营一家餐馆、公司等实业
容易得多。

 届时，毫无疑义的是，当光伏发电实现平价上网，政策上能够保障光伏电的并网接入时，光伏的国内应用市场将完
全打开。就如同中国80年代的彩电和2000年左右的轿车进入普通家庭的情况一样，当人们认识到光伏的使用灵活性、
投资回报的稳定性、后期维护的廉价性，消费者的购买和投资欲望自然被唤醒。光伏走入寻常百姓家将无法阻挡。（
作者 和海一样的新能源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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