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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西，新能源企业卖电给多晶硅生
产厂，1 度电能卖多少钱？

答案是———0.0557 元。
“嗬，一度电才 5 分多钱，够便宜的。 ”

听到这样的价格，有行业人士说，“发电企
业居然能答应？ 这个价格卖，不亏本吗？ ”

近日，蒙西地区多家新能源发电企业
向记者反映，2016 年以来， 在与当地战略
性新兴特色优势产业进行 “专场交易”的
过程中，发电企业拿到的电价一直维持在
0.05 元/度左右。

“要是我自己签的双边协议， 就是赔
死我也认，但现在是拿一个强制低价塞给
我，就是每度电五分多钱，我们根本就见
不到客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如果继
续这样， 明年我们十有八九就过不下去
了。 ”面对无力更改的“超低电价”，蒙西地
区某风电项目的营销负责人张某向记者
倒起了苦水。

0.05 元/度左右的价格到底是怎样形
成的？ 为何企业会答应交易？ 为何电价执
行了 5 年，企业才开始反映这一问题？

张某口中 “五分多钱” 的 “强制低
价”， 源自 2016 年 5 月内蒙古自治区政
府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
革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有关事宜的通知》。
根据《通知》，战略性新兴特色优势产业
用电要进行充分竞价； 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的多（单）晶硅、云计算、大数据、蓝宝
石、碳纤维、碳化硅系列、石墨电极以及

稀土终端应用产品等行业生产用电以及
新能源汽车充电、 电供热用电被列入优
先交易范围，风光发电参与，不设限值，
同时通过自治区电价调节资金进行补贴
（最高不超过 0.03 元/度），使目标交易到
户电价达到 0.26 元/度。

据此， 按照 0.26 元/度的到户价计
算，扣除输配电价等费用，新能源发电企
业最终能够拿到手的电价就是 0.05 元/
度左右。 据蒙西地区某新能源企业负责
人韩某透露，近两年来，在蒙西电网范围
内， 每年以该价格成交的电量在 150 亿
度左右。

“一方面，政府想支持特色产业，另一
方面，在 2016-2017 年前后，内蒙古弃风
限电问题突出，2017 年更是进入到国家风
电投资的‘红色预警’名单中。 ”张某表示，
基于上述两点考量，当时自治区政府就提
出，让新能源尝试入市交易。 “在这一过程
中，是否参与市场交易与项目的优先发电
权紧紧挂钩。 只有参与交易并且接受 0.05

元/度左右的价格， 才能维持项目的最低
保障性收购小时数。 一旦出现限电的情
况，肯定是先限没参与交易或者参与量小
的发电项目。 ”

据悉，为保障风电、光伏发电的持续
健康发展，2016 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
源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风电、光伏
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工作的通
知》， 明确规定了风电和光伏发电重点
地区的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 按
照相关规定，最低保障收购小时数内的
发电量，电网企业需按照包含国家补贴
的标杆上网电价进行收购结算。 以蒙西
地区风电为例，如项目在 2015 年内核准
建设， 则最低保障性收购小时数内的电
价可以达到 0.49 元/度。

“近两年来，蒙西地区风电项目的最
低保障收购小时数为 1500 小时。 保障了
1500 小时的收购， 基本就保障了项目至
少可以不亏钱。 ”张某坦言，“额外的电量
通过市场交易，即便是价格很低，也总比

弃掉强， 所以这么多年大家也就这么过
来了。 ”

5 年都“这么过来了”，为何新能源发
电企业突然要打破现状呢？

“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是， 明年开始
蒙西新能源项目参与现货交易的规则将
发生变化。 可能是全电量进市场，也就是
说， 项目不再享受 1500 小时的最低保障
性收购电量，全部要市场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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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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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能源报官方网站中国能源
网入列中央新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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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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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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保量保价政策行将改变。 电源企业呼吁废除
现有仅约 0.05 元/度的“超低价收购”政策，涉及电量超百亿度———

蒙西新能源电力交易生变数
■■本报记者 姚金楠 贾科华

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日前发布《关于
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发现部分地方和单
位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到
位典型问题的通报》（下称《通报》），直接
点名安徽省淮南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
公司（下称“安徽中燃”）、江西省萍乡市燃
气有限公司（下称“萍乡燃气”）存在乱收
费侵害群众权益的问题。

多位专家指出，乱收费问题是燃气行
业自然垄断特性下延续多年的 “老大难”
问题，随着近两年相关部门反垄断力度的
加强，燃气企业应尽早转变观念、规范行
为，杜绝违规行为。

不少违规行为已成行业惯例

《通报》指出，安徽中燃违反国家发改
委等五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
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意见》（下称《意见》）等规定，在部分老旧
小区改造安装燃气设备时， 向 2027 户居
民强制捆绑搭售燃气灶、物联网表、报警
器等配件， 每户居民实际支出 3200 元至

3500 元，远高于物价部门核定的 2000 元/
户标准；萍乡燃气为某居民小区安装燃气
管道时，违规将建筑区划红线外的市政管
网相关费用纳入总费用，向该小区 333 户
居民加收费用 53 万余元。

今年 1 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五
部门印发《意见》，明确取消增压费、接驳
费、开口费等。

“很多都是行业习惯的做法， 就这样
一直延续下来。 但之前一些行为并没有明
确就是违规，有些收费项目处在一个不明
确的灰色地带。 五部委今年 1 月份发布的
政策，就是为了系统、全面地进行澄清和
明确哪些费用是可以收的、哪些费用是不
能收的。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陈新松指出。

自然垄断特性是症结所在

之所以成为行业“习惯”做法，在多位
受访者看来，这与燃气行业的自然垄断特
性不无关系。

“一方面， 燃气公司在自然垄断特性

下具有先天的渠道优势；另一方面，燃气
企业主营业务是供销气，但近几年这块利
润越来越薄， 因此开展了大量的增值业
务，比如销售燃气报警器之类。 企业利用
自己的渠道很容易，但操作不慎，就变成
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乱收费。 ”安徽安泰
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丁天进直言。

陈新松指出：“燃气企业向用户销售
商品是可以的，但要注意的是，不能利用
燃气企业的强势地位强迫用户接受产品。
企业强势地位是通过特许经营权、自然管
网的垄断地位获得的。 ”

“企业多多少少还存在盈利的冲动，
如果政府的监管缺失的话，一些不合规的
行为就会被放大。 燃气企业基于管网形成
自然垄断地位， 政府特别需要加强监管。
相对来说，此前燃气行业的反垄断力度没
有现在这么大， 造成这种行为一直延续，
也是客观的事实。 ”陈新松说。

监管趋严，企业需警惕违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今年国家发改委

等五部委印发《意见》的实施，各地也在
陆续出台一些更细则的文件，加之对行
业反垄断力度的不断加大，燃气企业应
警惕各种风险，规范经营行为。

“各项政策的出台 ，对燃气行业的
收费提出了新的监管要求 ，推动行业
不断规范 ， 朝着更高质量的方向发
展 。 在此背景下 ，燃气企业之前的一
些商业模式都面临着调整和改革 。 ”
陈新松说。

陈新松进一步指出， 当前形势下，
燃气企业应更加注重依法合规经营 、
警惕违规风险。 对自己的商业模式、经
营模式、 收费的依据等各方面进行系
统、全面的排查和梳理。 “尽快明确哪
些费用项目不能收， 哪些费用项目可
以收。 与现在的政策法规相抵触的、不
能收的费用，应该立刻停止；有些可以
收但收取价格偏高的费用， 就要调整
定价。 ”

丁天进表示：“燃气公司要抛弃过去
既有的经营理念， 树立市场化的理念，这
也是国家积极倡导的。 ”

国家电网：

《省间电力现货交易
规则（试行）》印发

本报讯 记者王旭辉报道：11
月 24 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官网
发布消息，按照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 《关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省间电力现货交易规则的复函 》
（发改办体改〔2021〕837 号）要求，
该公司于日前正式印发 《省间电
力现货交易规则（试行）》。规则的
印发标志着我国构建 “统一市场、
两级运作”的电力市场体系又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是我国电力现货市
场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
革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5〕9 号）
要求， 建立规范的跨省跨区电力市
场交易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调剂余缺的作用，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在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的
领导下， 总结跨区域省间富余可再
生能源现货交易试点经验， 凝聚行
业专家和市场主体的智慧和力量，
结合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保障
电力可靠供应、 促进清洁能源消纳
的实际需求，研究编制了《省间电力
现货交易规则（试行）》。省间电力现
货交易覆盖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和内
蒙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范围内全部
省间交易， 参与主体覆盖所有电源
类型， 对于实现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过程中的电力保供和能源转型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

省间电力现货交易是完整电
力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电
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目前，
省间电力现货交易试运行准备工
作正在有序开展。省间电力现货交
易启动后，将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全网电
力余缺互济，促进清洁能源大范围
消纳，推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新型电力系统， 助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

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通报安徽省淮南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江西省萍乡市燃气有限公司乱收费问题———

两燃气企业因乱收费问题突出被点名
■■本报记者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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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丘紧急纠偏
新能源开发“新规”

“只有参与交易并且接
受 0.05 元/度左右的价格 ，
才能维持项目的最低保障
性收购小时数”

“‘强制低价 ’政策的实
施条件即将改变”“所以，这
一‘强制低价’交易也应该相
应改变”

多国释放原油储备
国际油价“不为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