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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转轨型经济的特征，决定了我国电力监管体制的构建在遵循电力监管一般规律的同时，必须充分借鉴
现代规制理论与国际监管经验，紧密结合我国国情与制度禀赋，走中国特色的电力监管道路。
 本书作为在规制经济学领域内，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电力监管体制改革路径进行的一种探索性研究和尝
试。
从经济转轨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电力监管体制问题，并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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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电力系统协调运行的范围经济性　　电力系统复杂的技术特性以及对电力环节之间紧密协调
性的要求，往往要求电力产业全程全网联合作业，具有统一兼容性。
从而使许多大型电力企业为降低交易成本及市场经营的不确定性，自发地形成纵向一体化组织形式以
取得电力产业经营的范围经济，这是电力产业具有自然垄断性特征的另一个方面（电力产业曾在传统
上被认为是铁板一块的自然垄断产业，虽然这种情况在后来发生了变化）。
此外，电力系统运行的技术序列及技术的复杂性使传统电力供应系统的操作非常复杂，一旦系统失控
将会引发该产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连锁负反应，造成极大的用电风险。
因此，为减少电力系统失控的可能性，政府对电力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的行政干预也一度成为必要，进
一步加深了电力产业纵向垄断的特征。
　　以上分别从电力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分析了其自然垄断特征的体现。
虽然电力产业不同环节在自然垄断特性上的表现程度不同，但就总体而言，电力产业可以说是一个具
有自然垄断特征的产业。
　　（二）外部性　　电力产业的外部性可以从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个方面来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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