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市场建设不能替代电力

体制改革｜电改观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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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市场建设与电力体制改革并不是两个可以划等号的概念。电力体

制改革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仅指体制方面的改革，广义则包含电

力市场建设，中央下发的两轮电力体制改革文件，既提出电力体制改革的

任务，也提出电力市场建设的目标，说明电力市场建设是电力体制改革的

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 

电力市场建设必须有体制改革为其创造条件和提供保障，如果不打破

电力统购统销的垄断体制、不最大限度剥离垄断环节、不培育独立市场主

体、不建立合理的调度交易体制、不取消双轨制等，电力市场的建设将失

去前提和基础，无法保证其健康发展。 

本轮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管

住中间”是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而“放开两头”则是市场建设要解决

的问题。从一个更高的视角看，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市场建设的任务则是形成竞争机制和设计交易方案，因此，体制改革处于

战略层面，市场建设处于战术层面。 

电力市场建设不可能先于电力体制改革而完成。电力市场建设由于其

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一个从简单到复杂，

从局部到全局，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世界各国电力市

场的发展建设情况基本如此。 

至少有三个问题明显制约电力市场的建设：一是调度体制问题，电力

调度权是政府的公权力，由一个参与竞争的企业来行使，显然难以保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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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公平公正性。二是双轨制问题，电力是一种特殊商品，电力体制从计

划经济模式转变到市场经济模式，需要经历的时间比其他行业要长得多。

三是市场主体培育问题，如何培育更多市场主体入市，使电力市场竞争更

充分、交易电量比例更大仍在探索中。在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

无论怎样在技术方案设计上下功夫，电力市场建设都是不可能搞好的。 

以电力市场建设替代电力体制改革是目前存在的一种倾向。电力市场

很重要，但不是万能的。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力市场的运作达到

目的。市场交易竞争可以使电价随供需关系正常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引导

电源投资，但对于如何合理控制电网投资和输配电价、保障电力供给的长

期安全性等，依靠的主要还是政府监管和政策引导以及电力发展规划的科

学引领。科学的电力规划，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确保电力高质量发展和

持续稳定供电的关键。 

欲速则不达。由于存在体制的制约，再加上电力市场建设自身的特殊

性和复杂性，电力市场建设想要先于电力体制改革而完成是不可能的，两

者的步伐必须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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