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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交易中心不按规定披露关键信
息， 导致我们报价全凭运气”“有熟人才能
拿到数据，像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
近日，在多地走访过程中，不少市场主体向
记者讲述了他们无法从电力交易中心获取
必要信息的经历。

电力交易中心之于市场主体，相当于证
券交易所之于股民。 截至目前，我国先后组
建完成北京、广州两所区域级电力交易中心
和广东、甘肃等 31 家省级电力交易中心，其
中包括 8个开展电力现货试点的交易中心。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15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
若干意见》（下称“9 号文”）指出，“交易机构
主要负责市场交易平台的建设、 运营和管
理；负责市场交易组织，提供结算依据和相
关服务，汇总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自主签订
的双边合同； 负责市场主体注册和相应管
理，披露和发布市场信息等。 ”

换言之，“披露和发布市场信息” 是电
力交易中心的关键职责所在。 但据记者了
解，各地电力交易中心披露信息乱象频出，
已对市场主体分析参与交易、 合理避险以
及电力市场的平稳运行带来风险。事实上，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自 2015 年起先后
发布多部文件， 对交易中心信息披露进行
相关约束。在此背景下，电力交易中心违规
操作为何屡见不鲜？ 难题又该如何破解？

信息披露现况远不达预期

现货交易价格波动频繁， 是市场中最

活跃的部分， 其市场主体对信息披露的要
求也最高。据了解，当前除了广东电力交易
中心对外发布现货结算试运行日报外，其
余首批 7 个现货试点均不对公众公布相关
信息。

国家能源局去年底印发的 《电力现货
市场信息披露办法（暂行）》明确指出，电力
现货市场信息分为公众信息、公开信息、私
有信息和依申请披露信息四类。其中，公众
信息面向社会公众披露、 公开信息向所有
市场成员披露、 私有信息面向特定市场主

体披露、 依申请披露信息需按相关程序向
申请人披露。

据介绍， 广东省电力交易中心披露的
现货结算日报便属于公众信息。 那为何其
余 7 家现货试点却“杳无音信”？ 记者发函
至福建、浙江、甘肃三个现货试点电力交易
中心，试图了解其信息披露的相关问题，但
截至记者发稿，并未获得相关回复。

公开信息与企业利益紧密相关。那么，
在这方面， 电力交易中心披露信息的情况
如何？

浙江省某售电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浙江省已进行了四次结算试运
行。 在交易系统内，浙江省电力交易中心
不对售电公司开放用户历史数据等属于
‘公开信息’范畴的信息，售电公司只能
向用户调取。 但用户电费明细单中仅有
简单的尖峰谷信息，无法满足交易需要。
在对价格、曲线、负荷知之甚少的情况下
参与市场， 对市场主体来说是个不小的
挑战。 ”

除现货市场外， 其他电力交易中心的

信息披露情况同样不令人满意。例如，山西
能监办今年 3 月发布的 《2020 年度山西电
力调度交易与电费结算专项监管公告》称，
山西电力市场信息披露内容较少， 其中多
项关键信息未披露， 给市场主体分析市场
供需、参与市场交易带来困难，对市场主体
合理规避风险以及电力市场的平稳运行带
来不利影响。

跨省跨区交易方面， 电力交易中心信
息披露也难以支撑市场刚需。 中国大连高
级经理学院特聘教授叶春表示，目前北京、
广州两所电力交易中心， 输电通道分配和
占用情况公开透明度有待强化。 “跨省跨区
交易公告信息不够全面， 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市场成员竞价策略的制定实施。 部分区
域交易结果发布时间滞后， 影响了企业对
后续交易进行预判。 ”

监管不力导致乱象丛生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去年发布
的 《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 》也对于
“信息披露”进行了详细规定。 该文件明
确了公众、公开、私有信息的具体范畴，
并强调 “电力交易机构 、电力调度机构
应当公平对待市场主体，无歧视披露社
会公众信息和市场公开信息 ” “市场主
体、电力调度机构应当及时向电力交易
机构提供支撑市场化交易开展所需的
数据和信息”。

北京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展曙光表
示，目前的信息披露情况充分说明，各电
力交易中心是没有严格遵守相关法规条
例的。 “电力交易中心不是普通的企业，而
是国家依法授权的电力市场交易的组织
者，行使的是公共事务管理职能。 从交易
中心的性质来看， 信息公开是其法定义
务。 如果‘公告’变成‘私聊’，交易还能公
平吗？ ”

信息公开 ，是电力交易中心促进
市场交易规范透明 、保障电力市场平
稳运行的关键一环 ，更是电力交易中
心 “为市场主体提供规范公开透明的
电力交易服务”的职责所在。 但如今，
不少交易中心在信息公开方面却遮
遮掩掩 、无所作为 ，直接导致市场主
体看不到必要的关键信息 ， 陷入了
“下单靠猜 、申报靠蒙 ”的交易困境 。
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不可持续 ，必须尽
快予以扭转。

电 力 交 易 中 心 的 组 建 ， 始 于
2015 年 启 动 的 新 一 轮 电 力 体 制 改
革 。 从这个角度说 ，电力交易中心尚
属新生事物 ， 仍处于摸石过河的阶
段 。 也正是由于相关工作仍在摸索
之中 ， 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
所难免 。 此次信息披露环节中出现
的乱象 ， 便是电力交易中心大面积
推进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 ， 理应用

发展的 、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 。 不能
过度解读 ，更不能因噎废食 ，将这些
问题上升到否定电力交易中心，甚至
否定电改的高度。

但也必须指出， 电力交易中心和
行业主管部门， 绝不能对信息披露的
种种问题放任自流。 坚持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尽速纠偏，让信息披露走上正
轨才是题中之义。 只有如此，电力交易
中心才能更好指导、 服务企业开展市
场交易， 担起推动电改继续走向深入
的重任。

毫无疑问， 电力交易中心现今的
工作是有欠缺的。8 个现货交易试点中
仅有 1 个对外发布现货结算试运行日
报的现况， 突显出信息披露问题之严
重；30 多家电力交易中心在信息披露
完成度上几乎 “全军覆没 ”的窘况 ，更
是给整个交易机构组建和运行工作敲
响了警钟。

如何破解难题？ 办法或许有很多，
但主管部门的监管到位在任何时候都
不可或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强
有力的监管正是当前最大的一块短板。
电力交易中心信息披露长期缺位却未
受到任何惩罚的事实，便是监管不力的
直接佐证。监管部门失察是违规行为愈
演愈烈的最大诱因。

除此之外 ，电网企业在电力交易
中心中持股比例过高 ，也被认为是导
致信息披露不力的关键原因 。但这一
逻辑关系是否成立还有待商榷 。 因
为在那些电网企业股份占比已经低
于 50%的电力交易中心 ， 也存在明
显的信息披露不到位的问题 ， 且严
重程度与其他交易中心并无二致 。
换言之 ，持股比例的高低 ，与信息披
露规范与否 ，并无此消彼长的负相关
联系。 因此，不管股权如何变动，防范
交易风险不能仅靠交易中心的自律 。

不对股权改革抱有过高依赖和期望 ，
或许才是破解信息披露难题时应该
有的心态。

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电改是深刻
影响电力产业全局的要事。 由于工作
千头万绪 、利益错综复杂 ，对于具体
改革举措 ， 各类观点冲突异常激烈 。
信息披露作为电力市场建设的重要
内容 ，在披露的范围 、程度等方面，各
方也存在不同意见。 事实上，其他国家
的电力市场在信息披露方面同样存在
不小的差异。 在此背景下，信息披露工
作难免磕磕绊绊。 但办法总比问题多，
信息披露不应也绝对不会成为无解的
难题。

改革没有暂停键 ， 更没有休止
符 。 电改已经行至深水区 ，每前进一
步都很艰辛 ，但相应的成果也会越来
越大。 信息披露工作的推进绝不能拖
改革后腿。

电力交易中心信息披露乱象频出
多数电力交易中心未按规定披露信息，拖累市场健康、高效运行。有关监管

机构坐视不管的局面亟需尽快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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