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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律经济学博士文丛》是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专业法律经济学研究方
向博士研究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集成的一套学术丛书。
　　法律经济学（或“法和经济学”）是一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科
斯、阿尔钦、卡拉布雷西和波斯纳等人的倡导下，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和蓬勃发展。
尽管法律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从来不是一场统一的学术运动，但是，大多数学者对于法律经济学的学
科定位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心是剖析法律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二
是强调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心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研究法律问题。
　　中国大陆学者对法律经济学的引进与研究，可以说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在法学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院都活跃着一批法
律经济学的研究者，其中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朱苏力教授在介绍和引进法律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大力翻
译介绍波斯纳教授的法律经济学文献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
在我国经济学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曙光教授、盛洪教授，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山东大学的黄少
安教授，在推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法律经济学在国内经过20多年的发
展，已经成为一门受到法学界和经济学界愈来愈多关注的学科。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学者对法律经济学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也不过十余年，浙江
大学经济学院开设博士研究生的法律经济学相关课程及招收法律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距今
也只不过七八年的时间。
但是，可以欣喜地看到，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从事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师生经过数年勤奋努力的研究，已
经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经济学季刊》和《管理世界
》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同时初步形成了一支年青的和充满学术活力的法律
经济学研究团队，并跻身于国内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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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受技术进步和放松规制思潮的影响，世界电力产业正从政府规制走向市场竞争。
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措施可以概括为厂网分开和竞价上网两个步骤，其核心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电力
竞争市场，促进发电厂商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电力产业效率。
一个成功的电力竞争市场至少要达到两个目的：短期来说，在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地促
进电力市场的竞争；长期来说，应能引致有效的电力（包括发电容量和输电网络）投资。
沿着这一思路，《电力竞争与我国电力产业市场化改革》在理论上着重探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远
期合约对电力市场竞争的影响；第二，不确定性对商业电网投资的投资激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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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远期合约市场一般在现货市场开始之前进行。
一份远期合约承诺在未来某个时期以合约规定的价格和数量向买方（买·方既可以是大工业用户，也
可能是代表小用户的零售商）提供电能，而不管现货市场的价格如何变动。
一般远期合约只是财务上的（Financial），并无实际的电能交割和货币结算。
在现货市场，发电厂商实际的发电量并不一定和远期合约约定的发电量一致。
当发电厂商的实际发电量大于合约销售量时，除合约约定的发电量以合约价交割外，超额的发电量以
现货市场价格出售；而当实际发电量小于合约销售量时，仍然以合约价交割合约约定的电能数量，不
足部分则必须从现货市场以现货市场价格购入加以弥补。
例如，某发电厂商拥有20，0Mw的发电容量，生产成本是200元／MWh，并签订了100MW负荷的远期
合约，合约规定的价格为200元／MWh，则当现货市场价格降至150元／MWh时，发电厂商将不会接
受系统调度机构的调度，而是通过在现货市场以150元／MWh的价格采购电力来履行合约。
由于市场价格比该发电厂商的发电成本低，通过这一方法，该发电厂商可以节省5000元，因此不接受
调度是合理的选择。
而当现货市场价格超过200元／MWh（比如达到300元／MWh）时，该发电厂商所有200MW的发电容
量都愿意接受调度，其中100MW以远期合约约定的价格出售，而额外提供的100MW发电容量则按现
货市场价格出售，从而可获得10000元的额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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