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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电力市场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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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摄 述 

电力行业 因其行业特性在世界各国一直都实行 

垄断经营。但曾几何时 ，这种垄断局面在近 l0年来 

受到 了世界范 围内逐 步推 行的供电市场的开放和 自 

由竞争市场机制的挑战。消费者有了自行选择供电 

商的权力，电厂经营者和供电公司也不得不以较低 

的价格加入竞争的行列，只有电网系统还以不可替 

代的优势继续保持着垄断地位。这种 自由竞争的市 

场机制在发达国家逐步推行已达 10年，显示出了积 

极的效果 它推动了电力生产的发展，有效地优化了 

能源配置，提高了供电服务的水平。 

2 电力市场的几种模式 

近年来 ，我国的电力工业迅速发展 ，供电渠道也 

由单一渠道变成了多渠道形式，形成了投资多元化 

和利益多元化的格局，选对传统的电力垄断经营形 

成了一定的冲击 。我国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也由卖 

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电力资源相对充足。随着我 

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 

在电力行业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公平 公开和公正的 

竞争 ，以降 低成 本 ，提 高生 产 水平 的 时机 已逐 步 成 

熟。我们 看到 ，在我国的一些地区 已在试行 电厂供电 

竞价 上网 ，从而显示 出建立 电力市场的 工作 已 经开 

始。为此，我们有必要对 国外近年来在开放电力市 

场，引入竞争机制方面所推行的市场模式进行研究， 

以发现适台我国的市场竞争机制，供我们在逐步建 

立电力市场中加以学习和借鉴。目前世界各国根据 

各 自不同的情况在电力市场发展中引入了以下几种 

主要的市场模式。 

(1)竟标模式。 该模式类似我国目前一些地区 

试行的竟价上网的市场模式。这种模式的开放和竞 

争只局限于发 电厂 经营者 的范围，它属于电源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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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新电源或补充电源供给方面的竞争，对供电 

公司没有大的影响。 日本政府在电力工业中引入竞 

争机 制方 面采 取了比较 稳妥 的作 祛 它首 先开 放了 

爱龟市场的竞争，对用户仍由各电力公司负责经营 

区域的供电，用户无权选择供电方。 

日本任何一家电力公司需要新建发电厂时，必 

须投标 。投标 的范 围包括 地区 电力公 司，本地 区独立 

发电厂，外区域的独立发电厂及其他区域的电力公 

司。日本政府之所 以不急于全面开放电力市场，主要 

是从供电安全方面考虑。随着市场的发展，时机成熟 

后 ，再开放大用户市场，即允许大用户从独立电厂或 

其他电力公司购电 

美国佛罗里达电力联台集团(FcG)的运营形式 

也属于竞争模式。在FCG 电力经纪人系统的电力交 

易市场上，各电力公司提出每小时报价，而欲买卖的 

电量则由电力经纪人系统在全局最优的基础上进行 

贸易匹配 。这种交易形式基本上也是 局限在发 电市 

场上，用户市场仍由各个电力公司垄断，各电力公司 

有严格的营业区域，所 以，用户市场的竞争并未开 

放。由于这一市场模式将竞争局限于电瀛曲范围，在 

经济上或价格方面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电费的下 

降幅度也不大。引进这一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在 i 

电力市 场的 同时 ，更多 的是 考 虑到 电力保 障和 电 源 

安全，同时也考虑到电力行业长远的、一体化的投资 

计划。在实施和操作方面 ，逸一模式的难度和风险相 

对较小。目前引入这一市场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有 日 

本、法国和美国的一些州。竟标模式将发电与送电、 

配电分离开来，它是电力市场建设的第一步 ，也是重 

要 的一步 。 

(2)托迭模式，包括批发托送和零售托送。根据 

这一 模式 ，发电公 司可 以通 过与 输配 电公 司缔 结 契 

约而进入供电公司的行列。在这一模式下运行的电 

力市场，将发电公司直接引人了销售市场 ，从而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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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公司围绕用户产生了激烈竞争，导致投资风险增 

大，促使发电公司只注重风险最小的短期行为 批发 

托送模式 在美 国一 些州的 实施 主要 是根据 l992年 

的 国家 能 源政 策法 (National Energy Policy Act)。 

根据该能源法，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供电商，而电力公 

司则必须提供通路。在这一模式下，交易可在发电厂 

与大用户之 间直接进 行。当然 ，发电厂家还需 要通 过 

与电力 网络公 司的协议取 得输 电服 务。对大用户来 

说，这一交易方式给他们提供了选择的机会，使他们 

可以降低电费 ，同时，也加剧 了发电厂之间的竞争 

在芬兰和苏格兰两 国则主 要采 用零 售托 送的模式 

(3)统一核算模式 该模式将市场竞争范围扩 

大到了发电和供电两个方面。根据这一市场模式，电 

力买卖双方都加入短期 电力批 发市场进 行批 发交 易 

并统一核算。这一模式在发电和供 电方面都引入 了 

激烈的竞争，是电力市场化比较彻底的一种模式 英 

国是最早推行、也是最典型实行统一核算模式的国 

家 英格兰和威尔 士从 1987年起就开始 对其 电力工 

业进行大规模 的体 制改革 。改革前 ，英国 中央发电局 

负责发 电厂和输 电线 的建设和 运行 ，地 区供 电局 负 

责将电销售给用户，调度模式为统一调度。改革后， 

原英 国中央发 电局 (CEGB)分解成为以下 4部分 ： 

①国家 电网公 司(NGC)：拥 有全部高压 输 电 

网 ．主要是 275 kV 和 400 kV 的输 电网。 

②私 营国家 电力公司：拥 有约 占总装机 容量 

50 的火力发 电厂 。 

③私营发电公司：拥有约占总装机容量 3O 的 

火力发 电厂 。 

④国营核电公司：拥有约占总装机容量 2O 的 

核电站 。 

国家电网公司负责电网的调度和运行，起独立 

系统调度员 ISO(Independent System 0Perator)的 

作用 。所有 电厂都需 要投标 ．竞价上 网。所有 的地 区 

配电公 司和大 用户都 向国家 电网公 司买 电，100 kV 

以上的大用户也 可直 接从 任意发 电厂买 电 。在选一 

模式中，电力市场中的发、输、供电完全分离 

电力市场 中的贸易方式分 为参加电力联 合运 营 

中心贸易和签订直接合同两种。参加电力联合运营 

中心贸易时，发电厂直接将电卖给电力联合运营中 

心，大用户直接从联合运营中心购电。采用签订直接 

合 同贸易方式时 ，发电厂可 以与大用户 、地区电力 公 

司或持许可证单位直接签订合 同，用户可以选择从 

地区 电力公 司和持许 可证单位 购电，或从 本地及 其 

他电网 的电厂购 电。 

为保证所有电力市场参与者能平等地使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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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防止电 阿所有者利用垄断地位 限制 市场 贸易 ，英 

国电力市场 的显著特点是将高压输 电网全部划归 国 

有 ，由国营公司经 营管理 ，并 在 电力法 中明确规 定 ， 

电阿必须在安全前提下 向所有 电力市场成员开放 。 

在运 营方式 上 ，各电厂提前 l d把次 日 24 h每 

0．5 h的报价提供给国家电阿公司 根据预计负荷 

与各厂报价，国家电网公司制定出第 2 d的发电计 

i4，并于下午 3时发布 ，此 时不考虑 安全 因素 。发布 

后再考虑其安全因素，调整发电计划，核定成本，并 

将增加部分分摊到所有用户 的电费上。 

英 国实行的这一统一核算模式，经历多年运行 

证 实了其积极 的一 面 ，即发 电厂生产率 的提 高 ，国家 

电网公 司和 配电公 司效率 的提 高 ，电费下降。另一方 

面 ，也 出现 了一些 问题 ，电力市场法 规管理还不够完 

善 但电网的安全运行并未遭到破坏。从推行该模 

式 的一些 国家和地 区情 况看 ，它 对电 费的下降 有较 

大 的影 响，也缩小 了地 区间电费的差距 目前推行这 

一 模式 的国家和地 区有英 国、澳大利 亚、西 班牙 、挪 

威 、新酉兰和美国 的加利福尼亚州等 。这 ～模式在实 

行 中还有许 多不完善 的方面 ，如零 售市场 的开 放和 

竞争，促使电力公司设法将投资风险转嫁给用户，从 

而 只强调建设短期见效 的、经济的发 电组合 。另外 ， 

该模式对 国家总体 的电源组 合和 电源安全 、供 电保 

障方面也有 一些不完善 之处 ，但 该模式 对电力 市场 

发 展的积极 作用也是很 明显的 

以上几种主要的电力供应市场化模式在各国推 

行过程中均发现了各种问题。各国在开放电力市场 

方面也都 在不断进行研 究 ，以寻 找一种最 适合 本 国 

情 况的市场模式 。从 总的情况看 ，电力工业 发达，供 

电稳定性 、安全性较高 的国家和地 区，在电力供应市 

场化的进程 中引入 的竞争程度也较 深。还有一些 国 

家和地 区，如 日本 和法 国 ，基 于对 电力 行业 长远 的、 

一 元化投资的考虑以及为确保最优投 资及电力安 

全，对开放电力市场，引入全面竞争持否定态度。 

3 结 论 

从各国电力市场建设情况看，无论采用什么样 

的市场化模式都是试图通过引入竞争机制 ，打破市 

场垄断格局 ，创造一个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以提高 

电力供应服务水平和 电力 工业 的效 益。只有建立起 

电力市场的运行机制，才能平等互利地协调好各投 

资方的利益 ，更好地吸引电力建设资金，实现电力工 

业 的健康发展 。这种市场化的趋势 ，对电力企 业而言 

既是一种挑 战，也是一种机遇 。通过 引入竞 争机 制 ， 

可使电力公司更多地注重需方 ，较少地重视供方，以 

提 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同时 ，通过实 行富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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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价，也可促使用户选择经济方法降低电耗和避 

峰用电。市场机制的引入还可以解决现行的峰谷差 

电价存在的不合理的问题，使电价更为合理。 

建立 电力 市场 ，引人竞 争机 制都 必须具 备一 定 

的市场建设基本前提和基本条件 。这些基本条件 包 

括相应的规章制度及法律保 障，相应 的市场体系 ，公 

开、平等的竞争机制，以及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 

立经济实体。以上这些基本条件因各国的国情不同 

而有很大差异 。在一些发达国家，以上这些条件 比较 

完备。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只具备其中的一些条 

件 。由于这些差异 ，在 目前推行的电力供应 市场化的 

国家和地区所实行的市场化模式也不尽相同。我们 

探讨各国在开放电力市场方面所引入市场模式和竞 

争机制，首先是要使我们认识一点，即电力市场的建 

立和引人竞争机制 已是 当今世界发展 的趋势。我国 

政府 也正 力促 建立 电力市 场 ，以打破 在这一行业 的 

垄断 。 

根据我国电力体制改革 的情况，我国电力市场 

的模式 为，先 开放发 电市场 ，积 累经 验后 再同时开放 

发电市场和用户市场。由于我国目前已出现多家办 

电的局面 ，开放 电力市 场的时机 已经成 熟 ，所 以，采 

用先 开放发 电市场 ，待 运行 成熟 以后 ，再开放用户市 

场是 比较稳 妥可行 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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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是市场竞争和业主负责制 的必 

然产 物 。对促 进勘测设计单位打破地 区或部 门限制 

格局 ，参与 市场竞争 ，积极地投人 到水利水 电前期 勘 

测设计工作以及其它行业 中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只有通 过公平 、公 正、规 范化 的勘测设计 招标 投标 ， 

把握好招标形式 、投标书编制原则 ，对标 书评议 必须 

要有 专家参 与，并严格 认真 研究投 标单位 的标 书情 

况，才能使业主选择优秀的勘测设计单位，保证业主 

以台理的、恰当的费用获得高质量的勘测设计成果。 

随着勘测设计招标投标工作的规范运作 ，才会有更 

多的勘测设计单位参与竞争，业主单位 才能有更多 

机会选择具有良好服务的优秀勘测设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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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业主舍 同管理应重视继后立 法 

继后立法是业 主的风险。二潍工程 的实践表 明， 

继后立法对国际合同具有较大影响 ，是导致承包商 

索赔的重要因素，台 同价格调整的很大一部分也由 

继后立法引起。因此，业主合同管理应把继后立法作 

为一项重要的El常工作，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人员。 

7．2 重视 继后立法应贯穿合同管理的全过程 

要正确评估和恰 当处理继后立法对合同的影 

响 ，避免业 主少扣多 朴 ，不仅要在合 同执行期间高度 

重视与继后立法相关的合同工作，而且在编制招标 

文件 、评标及合 同形成过 程中，即应对投标报价具有 

重要影 响的有关适用法予 以特别关注 和澄清 。 

7．3 处理堪后立法的程序和方法 

研究与合同基价相对应的合同适用法，分析承 

包商将它们计人报价的方式和金额，熟悉处理继后 

立法 的合 同条款 ，跟踪 现实政策和立法变化 ，分析继 

后立法对台同的实际影响，量化它们导致的相关费 

用，与承包商协商并达成一致，是台同管理全面正确 

处理继后立法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关键是划清与合 

同适用法之间的界面，分析影响，量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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