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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8 日，“北溪 2 号”项目
实施方 Nord Stream 公司宣布，项目最后
100 余公里输气管道将在 2021 年 1 月中
旬重启施工。 然而， 就在各方欢欣鼓舞之
时，美国再出“损招”，声称将对项目展开新
一轮制裁。

欢迎订阅
2021年《中国能源报》

作 为 国 内 第 一 张 针 对 整 个 能
源 产 业 并 为 其 服 务 的 综 合 性 产 业
经 济 类 报 纸 ， 《中 国 能 源报 》 以其
独有的权威性 、可读性 、影响力 ，成
为能源人首选的行业读物 。 未来我
们 将 继 续 努 力 做 出 更 加 专 业 、 权
威 、好读的原创内 容 ，回 馈 广 大 读
者朋友 。

目前， 新一年的报纸征订已经开
始， 希望广大读者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们，前往各地邮局订阅 2021 年 《中国

能源报》， 邮发
代号 1-6，全年
定价 388 元，或
扫描二维码，一
键快速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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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废弃煤矿治理
欠账多

17

电动汽车降电耗
已成刚需

“北溪 2 号”完工在即
美国再舞制裁“大棒”

15

矿震频发，
怎样远离冲击地压

8 大试点无一按期完成！ 电力现货
市场在“十三五”期间交出的这张答卷
显然无法令人满意。 相比于快速推进的
输配电价改革、 有序落地的交易机构，
久久难入正轨的现货市场，已经成为新
一轮电改的明显短板。

在电改的圈子里，“无现货不市场”
是公认的金句，足见现货市场建设的极
端重要性。 作为电改“还原电力商品属
性、真实反映电力成本”的关键一环，现
货市场能否立得起、用得好，一直被认
为是电改成败的标志。 现货市场改革的
一举一动， 遂成为电力行业关注的焦
点。 从第一个试点开启，到第一次试运
行，再到第一次曝出改革遇阻，电力现
货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在行业刮
起一阵舆论风暴。

客观来讲，现货市场 8 大试点如今
均已进入试运行阶段，且试运行的时间

较去年大幅增长，取得了较好的试点效
果。 这也是 2002 年电力行业正式开启
市场化改革以来， 改革走得最远的一
次。 这一“从无到有”的成绩是各方多年
来共同努力的结果，可圈可点。

然而，未能完成电力“十三五”规划
提出的“全面启动”的既定目标，也暴露
出现货市场改革存在重大问题，尤其是
8 大试点无一跑完全流程， 更是给整个
电力市场化改革泼了一盆凉水、蒙了一
层阴影。

拦停现货改革的因素有很多，“价
格双轨制” 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这也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现货市场改革
的目的就是实现价格的市场化，“价格
双轨制”却让市场化的价格和人为划定
的价格并存。 这种触及改革根本出发点
的矛盾，在没有雷霆般的决心和行动前
是无法调和的。

回顾我国多个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历程，“价格双轨制”曾多次出现。 例如，
同样是在能源领域，煤炭行业长期采用
“价格双轨制”———一部分煤炭由国家
主管部门划定价格， 其余煤炭随行就
市，以市场化的方式定价。 最终，这一既
损害了市场公平竞争，也不利于行业高
效发展的陈旧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
下的电力行业正处于同样的改革困境，
能否减轻、 化解价格双轨制的冲击，将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电力市场化改革的
成效。

不破不立。 改革就是要直面旧规
则中不能与时俱进之处， 并找到问题
的症结加以解决。 如果发现问题根源
了 ，却不敢 、不能迎难而上 ，反倒避重
就轻、畏手畏脚，伤害的只会是市场参
与者的切身利益和改革推动者的公信
力， 错失的则将是能源转型稍纵即逝

的“窗口期”。
现货是电力市场的“点睛之笔”。 没

有“现货”，所谓的“电力市场”也只是一
具空壳， 现货市场改革必须尽快破局。
诚然，电力体制改革绝非易事，既有计
划模式下不注重效率、不公开透明的痼
疾， 也有各方利益之间的平衡与角力。
但横向比较已经完成市场化改革的兄
弟行业，不难发现，每个行业的市场化
之路都不平坦、不轻松，遇到的困难阻
力只多不少。 所以，我们应该对现货市
场和电改的未来充满信心。

不找借口找出路。 如今，电力现货
市场试点遇到了巨大阻力，恰恰也说明
改革触碰到了关键矛盾，到了踢出“临
门一脚”的时候。 改革设计者和市场参
与者更应坚定改革决心，牢牢抓住改革
机遇期，临难不避，坚决打赢这场左右
新一轮电改成败全局的攻坚战。

是时候踢出“临门一脚”了
■■本报评论员

早市上现摘现卖的新鲜黄瓜 3 元一
斤，等到晚上只能卖到 1 元，而原产地运
销商采购只需 0.5 元， 这在日常生活中是
稀松平常的现象。 但作为能源市场的一种
特殊商品， 电力长期以来实行 “计划定
价”，无法像黄瓜这样随行就市。

2015 年新一轮电改启动以来， 作为
电力市场建设和电改核心环节的电力现
货市场应运而生， 其最大的现实意义在
于，通过形成分区分时段的市场价格，使
不同类型的发电机组在不同时空生产的
电力通过价格差异体现各自价值， 实现

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进而助推我国能
源转型，其重要性相当于电改的“心脏”。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货市场的建设成
效决定了电改的成败。

在此背景下，能源电力主管部门制定
了明确的改革时间表。 2016 年 12 月发布
的 《电力发展 “十三五 ”规划 （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了“2018
年底前， 启动现货交易试点；2020 年全面
启动现货市场”的目标；2017 年，国家发改
委、国家能源局进一步选择南方（以广东
起步 ）、蒙西 、浙江 、山西 、山东 、福建 、四
川、 甘肃 8 个地区作为首批电力现货试
点，以求“以点带面”，切实推进电改。

但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上述 8 个
试点确定三年多来全部处于 “试运行”状
态，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电力现货市场正
式启动，试点范围也未进一步铺开，导致

电改裹足不前。

深度不足、范围有限
电力现货难言“全面启动”

2020 年 11 月 ， 山东电力现货市场
结算试运行结束 。 至此 ，全国 8 个现货
试点地区均已完成启动以来的首次全
月结算试运行工作。尽管相比 2019 年试
点启动初期 3-7 天的结算试运行 ，本轮
全月结算试运行取得较大进展 ，但业内
普遍认为 ， 目前各现货试点的建设 、运
行情况距离 《规划 》要求的 “正式启动 ”
还有较大距离。

记者注意到，《规划》提到的“2020 年
全面启动现货市场”并未明确全面启动的
程度和范围， 更无数量和时间考核标准，

到底如何才算全面启动？ 目前所有试点的
全月结算走到了哪一步？

有业内专家向记者解释， 试运行的
基本特征是结算不连续， 而正式运行是
连续、不间断的。 “不管是单月还是一个
季度， 甚至更长周期， 只要出现结算停
止，就是打破了连续性，不能称之为正式
运行。 ”

中嘉能集团首席交易官张骥也告诉
记者， 全面启动电力现货市场的最低要
求，应是至少有一个试点省份实现正式启
动，也就是不仅有结算试运行，还要跑完
结算 “全程”， 即截至目前未出现结算停
止。 “但就目前的试点进展看，离这个最
低要求都有较大差距。 ”

下转 2 版

开栏的话

2018年以来，《中国能源报》头
版常态化、规模化策划刊发了一百
余篇深挖行业典型问题的调查报
道，逐步形成并固化了以问题报道
为导向的监督报道风格。这些报道
赢得了广大能源行业读者的普遍
认可，也为行业的理性、可持续发
展作出了点滴贡献。

21 世纪 20 年代已经到来，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正式启航， 能源产业作为基础
性、全局性、战略性产业，重任在
肩、责无旁贷。 为了给行业发展营
造良好舆论生态、推进“能源革命”
持续走向深入， 自 2021 年首期报
纸开始，本报将在头版开设“能源
透视”专栏，继续用有力度、有温度
的调查报道，讲好新时代的能源故
事，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图为日前工作人员在湖北华电江陵发电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听诊”，检查设备运行情况。 CFP/供图

电力现货市场的建立是本轮电改核心环节之一。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
划》明确提出“2020 年全部启动现货市场”，但全国首批 8 个试点确立 3 年
多来仍全部处于试运行阶段，无一正式启动，亦未扩大试点范围———

电力现货还能走多远
■■本报记者 卢彬 贾科华 朱学蕊 实习记者 赵紫原

落实碳达峰
要规避多重风险

迈向碳中和，
甲烷减排不容忽视

日本碳中和
路线图出炉

碳中和来了，
煤炭行业如何接招？

绿色技术是实现
碳中和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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