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函不收了 ， 前期工作也停了 ，
现在距离长周期试结算推迟 ， 就差一
纸 ‘官宣 ’。 ”在收到山东电力交易中心
近日发布的 《关于推迟售电公司缴纳
履约保函截止日期的通知 》后 ，当地一
位不愿具名的售电公司负责人告诉记
者 ， “山东原计划于今年 9 月开展连续
4 个月的电力现货结算试运行 ，这是今
年全国连续结算试运行持续时间最长
的现货试点 ， 但目前来看此事很可能
已成空谈 。 ”

根据新一轮电改要求， 我国将逐步
建立以中长期交易规避风险， 以现货市
场发现价格，交易品种齐全、功能完善的
电力市场。 2017 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
源局联合发布 《关于开展电力现货市场
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选择南方 （以广
东起步 ）、蒙西 、浙江 、山西 、山东 、福建 、
四川、甘肃 8 个地区作为第一批试点。 去
年 6 月底，8 个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全
部进入试运行阶段，分别开展了为期 3-
7 天的试结算。 今年，甘肃电力现货市场
在全国率先完成整月结算试运行。 在此
背景下， 如果山东为期 4 个月的长周期
结算试运行成功， 将标志着本轮电力体
制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为我国电
力现货市场正式运行打牢地基。

然而在今年 5 月第三次调电运行
及试结算中 ，山东现货试点在短短四天
内即产生了近亿元 “不平衡资金 ”，在
“电改圈 ” 内引发高度关注 。 据记者了
解 ，不平衡资金 “搅局 ”电改此前已有先
例 ， 在 2002 年启动的上一轮电力体制
改革中，东北区域电力市场由于出现 32
亿元不平衡资金 ， 收到国家有关部门
“先暂停 ， 通过总结提高再启动 ” 的指

示 ，东北电力市场相关试点工作此后再
无实质性进展。

多位受访者表示， 就当前全国电改
形势来看， 此次山东不平衡资金问题能
否得到妥善解决， 已成为左右山东现货
市场改革乃至全国电力体制改革成败的
关键。 那么“不平衡资金”究竟是什么？ 它
是如何产生的？ 它的二次出现暴露出了
哪些深层次问题？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又一次行至“十字路口”的电改如何才能
避免重蹈覆辙？

据记者了解 ，不平衡资金是指电力

现货市场结算过程中没有明确承担主
体 ， 需要向全部市场主体或部分市场
主体分摊或返还的款项 。 国外电力市
场运行中也存在不平衡资金 ， 不过一
年只有大概几百万元 。 那么山东 “四天
近亿元 ”的巨额账目从何而来 ？ 在中嘉
能集团首席交易官张骥看来 ， “根本原
因在于 ‘非市场化机组 ’与现货市场难
以协调 。 ”

据了解， 参与山东现货市场的机组
主要有两类：一是市场化机组，包括本省
统调火电和直调自备电厂 （自发自用之
外的电量），电量、电价均由市场决定；二
是非市场化机组，包括外来电、核电和新
能源发电， 这三类机组被列入此次电力
体制改革确定的 “优先发电计划 ”，优先
发电价格通常按照 “保量保价 ”和 “保量
限价”相结合的方式形成，这意味着此类
机组在电量、 电价方面享有一定的政策

保障。
具体到山东现货市场， 张骥告诉记

者， 假设山东电力现货市场试运行中累
计用电 300 亿千瓦时， 市场化电价平均
0.2 元/千瓦时， 市场化用户需向电网企
业缴纳电费 60 亿元。 但当电网与发电企
业结算电费时， 假设其中 200 亿千瓦时
为市场化机组提供， 按市场价格 0.2 元/
千瓦时结算为 40 亿元； 剩余 100 亿千瓦
时由外来电、 新能源等非市场化机组提
供，按平均 0.3 元/千瓦时“保价”结算，共
计 30 亿元。 两部分相加，电网企业需向
发电侧结算共计 70 亿元，但用户缴纳实
际电费 60 亿元，差额 10 亿元，这个差额
就是山东电力现货市场中出现的 “不平
衡资金”。

“根本原因在于‘非市
场化机组’与现货市场难以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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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力现货改革试点因 “不平
衡资金”问题被迫推迟一事，日前在行
业内成为热门话题。 尤为值得注意的
是，这并非电力现货改革首次遭遇“不
平衡资金 ”的挑战 ：在 2002 年启动的
上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中， 东北电力市
场改革也曾因出现巨量“不平衡资金”
而被迫停摆。 10 多年过去了，“不平衡
资金”竟又一次成了电改“拦路虎”，必
须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和重视。

电力市场化改革是我国能源领域
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能源
领域中早已实现市场化改革的煤炭
行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油气行业
相比 ，电力行业的市场化价改明显滞
后。 虽然近年来我国持续大力推进电
价市场化改革 ，但迄今仍有相当高比
例的电量采用政府定价模式， 与市场
化目标相去甚远。 例如，2019 年我国市
场化交易电量约 2.3 万亿千瓦时，仅占
全社会用电量的 32%， 即超过 2/3 的
电量仍采用非市场化定价。 电力行业

面临的市场化改革任务之艰巨由此可
见一斑。

电力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还原
电力的商品属性 ， 让电价真正甩掉
“非市场化 ”的帽子 ，实现市场化 。 由
于现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的功能 ，所
以现货市场改革一直被认为是电改
成功与否的关键评判标准 ，并因此成
为电改的重点、难点。 在此背景下，国
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启动的 8 大现
货市场改革试点能否顺利推进 ，已不
仅仅是一省一地的行业动态 ，而是直
接事关全国电改走向的关键一环。

梳理山东现货试点运转情况不难
发现，价格“双轨制”是催生“不平衡资
金”的问题之源。 双轨制是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采取的一种
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 即对同一种商
品实行两种不同的定价机制： 一种是
计划定价，另一种是市场定价。 例如，
在煤炭领域， 电煤价格也曾长期实行
双轨制，彼时采用计划定价的电厂，可

以以较低的价格买煤， 否则就只能花
高价从市场上买煤， 这在当时也引发
了不公平竞争的嫌疑，广受诟病。 随着
改革走向深入， 煤炭行业最终于 2013
年取消双轨制， 电煤价格实现完全市
场化。

在山东的现货试点中 ， 新能源发
电、核电、外送电等在新一轮电改政策
中属于 “优先发电 ”电源类型 ，其电价
也由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确定， 且价格
相对较高， 而煤电价格则由市场竞争
决定，且价格通常较低，属于典型的电
价双轨制。

但从实践效果来看 ， 双轨制相当
于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允许靠左和靠
右行驶，必将导致混乱。 例如，在山东
试点中 ，电网企业需要高价购入 “优
先发电 ”电力电量 ，但只能以相对较
低的市场化电价卖出， 导致收支不平
衡。 按现有政策，这一问题只能通过让
“优先发电 ”分摊来解决 ，而分摊实际
上是重新切走 “优先发电” 的收入蛋

糕， 这将导致主管部门无法兑现其作
出的 “保量保价 ”等保障性承诺 ，有违
相关扶持政策的初衷。 换言之，双轨制
及其导致的不平衡资金问题是一个“死
结”，必将伤及电改进程。 取消电价双轨
制势在必行。

行百里者半九十。新一轮电改已经
进入现货试点攻坚期， 困难挑战之大
前所未有， 此时尤其需要主管部门和
行业企业拿出更大的改革魄力、 谋定
更科学的推进方案。 可喜的是，本轮电
改在输配电价改革、发用电计划放开、
电力市场建设、交易机构组建、售电侧
改革等方面均已取得显著进展， 积累
了大量经验， 加之全国电力供需一改
历年来的 “紧平衡甚至短缺 ”局面 ，呈
现出长期宽松发展态势， 这都为电改
攻坚创造了电力史上不曾有过的良好
改革生态。 手握丰富的试点经验、面对
优越的改革条件， 能源电力人不应该
也完全没有理由让电改重蹈覆辙 、半
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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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资金”正在逼停电改？
■本报记者 卢彬 实习记者 赵紫原

作为评判电力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指标，广受关注的现货市场
改革目前已进入攻坚期。 但 10多年前曾导致东北区域电力市场改
革无果而终的“不平衡资金”问题，又一次出现在今天的山东，成为
新一轮电改“拦路虎”———

全球海上钻探市场
恐陷长期萧条

氢燃料电池乘用车
为何举步维艰？

煤电大省如何破解
产能过剩紧箍咒？

浙江启动危化品
全生命周期整治行动

公共建筑节能
缘何推广不力

去产能“后遗症”：
资产债务怎么办？

尽管海上钻井承包商们都期待市场尽
快复苏， 但前所未有的危机使得油气生产
商对新投资十分警惕， 昂贵的海上钻探项
目首当其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