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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上一轮大规模电力改革以来，有关下一步电力改革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虽然建立电力市场
这一总体目标是明确的，但至今仍没有形成一个改革方案的共识，因此电力改革一直进展缓慢。
很显然，这种状况固然与国务院2002年5号文件中，并没有具体规定电力市场的目标模式，以及电力改
革的具体路径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也与电力市场改革的复杂性密不可分。
这一点已经为世界范围的电力改革实践所证实。
　　在电力改革的讨论中，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在电网改革上，这显然与电网在建立电力市场中的核
心地位有关。
当然，各种观点的背后也很有可能打上了利益的烙印。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拨开利益的迷雾，选择一条稳健的电力改革政策，是摆在政府决策者面前的一项
非常艰巨的任务。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利益并不是一个魔鬼：相反，利益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润滑剂，也是社会
进步的基本动力。
当然。
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公共政策选择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并不是要遏制和打压利益诉求，相反需要倾听不同利益诉求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形
成一个对公民负责的，并且满足社会福利原则的最优权衡。
这是民主社会建立规制政策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制度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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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从上一轮大规模电力改革以来，有关下一步电力改革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虽然建立电力市场这一
总体目标是明确的，但至今仍没有形成一个改革方案的共识，因此电力改革一直进展缓慢。
很显然，这种状况固然与国务院2002年5号文件中，并没有具体路径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也与电力
市场改革的复杂性密不可分，这一点已经为世界范围的电力改革实践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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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提高水力资源开发程度　　水力资源是高效的清洁能源，除了用于航运外，水力的主要用
途就是发电。
水力发电有许多明显的优势，首先，水力发电的成本非常低廉，水力不像煤炭、核能和天然气，作为
原料投人的水力不需要从市场购买；其次，水力的发电效率极高常规水电站的利用效率可达80％左右
，而火电厂的热效率一般只有30％至40％第三，水电站的综合社会效益很高，除了发电外，还能够承
担防洪灌溉等功能。
　　然而，中国目前的水力发展情况却仍不尽如人意。
2007年，中国以装机容量计的开发率仅有20.36％，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比如2004年，OECD国家就
已经达到54.5％，美国为72.8％，法国为85％，日本为95％，这显然与中国水资源总量第一的地位不符
。
尽管目前中国重视水电建设，但是水电站的利用效率仍然很低。
　　从长远来看，中国以火电为主的电源结构，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必
定是不可维持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水电以优化电源结构。
而发展水电必须依靠电网，可以说电网是发展水电的基础。
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电网是水电开发的前提条件。
水力不像其他固体能源，可以实现位置的转移，水力的生产是天然的，是与固定的区域和特定的地形
结构紧密联系的。
除非与负荷地区相邻，否则水电站的电力输送必须要通过输电网来完成，因此没有电网，水电站就无
法发挥其功能。
这就决定了水电与火电的一个重要差别：如果火电和水电看作不同的产品，那么电网对它们的替代性
则完全不同，电网对火电的替代性较大，而对水电的替代性则很小，甚至是互补的。
　　第二，电网是水电站稳定运营的保障。
一般来说，水资源的特点是地理分布不均，受季节因素影响大，每年都分为枯水期和丰水期。
如果缺乏电网的支持.一些地区的水电站，特别是小水电站在丰水期就会有盈余电量却无法外输，而在
枯水期却容易造成所在地区的用电紧张。
另外，水电站的发展与河川径流关系密切.河川径流的多变性和不重复性给水库运行带来很大困难。
在水电比重比较大、缺少调节库容的地区，如四川（2000年水电比重为63％，径流水电站给区域电力
系统运营带来很大困难），必须有足够的火电备用容量才能保证水电站的平稳运行。
因此，提高水电站运营效率，增加可靠性，需要依靠电网支持，与其他电力系统互联。
　　第三，电网是充分发挥水电特殊性质的保证。
与火电和核电不同，水电具有许多良好的性质，在保证电力系统稳定安全运营方面能够发挥难以替代
的作用。
首先，水电机组的启动响应时间短，由停机状态到满负荷运转仅需要2到3分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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