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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年3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

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文件，标志着新一

轮电改的大幕正式拉开。本轮电改最大的亮点无疑是“稳

步推进售电侧改革，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售电业务”。根

据文件，大体可以按照现行电力生产销售管理模式分为三

类：

第一类是电网企业，继续维持现有运营模式，核准输

配电价标准，按照成本法进行核定，确定收益，并且要无

歧视的向售电公司提供报装、计量、抄表、维修等各类供

电服务，并履行保底义务；

第二类是社会资本投资的售电公司。可以是满足条件

的社会资本投资成立，也可以是经济园区、小微电网等联

合成立；

第三类是发电企业成立的售电公司，这一类售电公司

是论文分析研究的重点。

2 发电企业所属售电公司的情况分析

2.1 发电企业成立售电公司的优势

电力商品的生产交易过程可以分为三步，分别是发、

输（配）、售。发电企业负责生产，电网企业负责输送和

配售，从而构成了电力生产交易的全过程。显而易见，发

电企业成立的售电公司应该在发电计划管理和交易电价方

面有较大的优势。由于上网电价目前统一由省级价格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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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制定，而对于已经完成输配电价核算的省份，附加的

税金一定的情况下最终的电价浮动空间主要就由发电企业

的成本管控来决定。目前来看，通过大用户直接交易模式

开展售电侧试点的，也是发电企业让利多的可以获得更多

的合同。所以发电企业成立的售电公司无疑在市场交易中

对最终的价格有更多的话语权。随着发电计划的逐步放

开，对于机组容量有富裕的发电企业，通过售电公司开展

电力交易，无论是给企业增加效益还是统筹优化资源配置

都大有裨益。

另外，发电企业基本都具备一只业务素质过硬、专业

能力强的运维抢修队伍，对于110千伏及以上电力系统有着

丰富的运维检修经验，这些也将为发电企业的可靠供电和

大型电力客户的售后服务提供保障。

2.2 发电企业成立售电公司的劣势

由于目前输配售市场主要由电网企业负责，所以发电

企业进入售电侧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输配线路建设使用的问

题。发出来的电要送到用户侧才能消费，才能实现收益，

但是目前发电厂的出口上网电压一般都在220千伏及以上，

而城市的主要配电网电压等级通常为10千伏，而且由于城

市线路廊道资源有限，且投资收益率较低，所以发电企业

不大可能通过自建输配电线路和变电所站的方式进行配

售，大多只能通过电网企业现有网架或者联合地方政府或

者其他社会资本共同参与。这在无形当中对发电企业的售

电业务形成制约[1]。

另外发电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源效率和运营成本方面如

果与社会资本的民营独立售电企业相比也处于劣势，无论

在电价优惠的力度还是营销模式的多变性方面都有先天不

足。

3 发电企业参与售电市场的盈利模式分析与决策

建议

3.1 发电企业参与售电市场的盈利模式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发电企业要参与售电市场，核心还是

要“赚差价”，主要的盈利模式应该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直接交易实现发电计划的放开，通过增加

机组利用小时数来提高效益；

另一种就是联合配网主体，构建联合配售电公司参与

区域配售电业务。

第一种盈利模式的关键要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煤炭

价格，一个是运营成本（目前国内装机主要以火电为主，

且新能源发电如果不考虑补贴的情况下短期内不具备竞争

力）。煤炭价格不受发电企业管控，虽然发电企业也会自

营一些煤矿，但是定价权始终还是由上游煤企决定。最近

比较轰动的一件事是中国神话和国电电力的央企合并，如

果顺利完成，将实现上游煤炭和火力发电的强强联合，对

于进一步降低发电企业的单位发电成本非常有利，无疑可

以进一步增加发电企业在电力交易过程中的报价底气[2]。

另一个要素是运营成本。这个主要需要通过内部挖潜

和精益化管理提升来实现，降低运营成本本身就是提高企

业效益的有效途径，同时带来的也是可以提高发电企业的

竞价能力。

对于第二种盈利模式，因为主要是通过与政府和社会

资本组成联合体参与售电交易，所以更多的主要还是共同

参与市场竞争，通过价格、服务等方式赢得市场。

3.2 发电企业参与售电市场的决策建议

通过分析目前电力客户的电量电费数据，可以显而

易见的看到，电力市场的客户有优劣之分：用电量大、缴

费习惯良好、运维难度小的客户应该属于优质客户。那么

发电企业应该尽可能地选择优质客户作为服务的主体，因

为催缴电费、运行维护管理都会占用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成

本。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如果在通道资源允许的情况

下，发电企业应该对35千伏及以上用户通过自建线路的方

式进行输售电，原因也是按照优质客户的选择标准。

从目前的发电成本来看，水电仍然具有较大优势，所

以发电企业一方面要加强技改，降低火电单位能耗；另一

方面也要尽可能地拓展水电。

另外，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开放的售电市场中，竞

争的核心要素自然是电价，电价一定程度上比拼的就是服

务。发电企业的优质运维队伍不仅能够通过有偿维护实现

收益，更可以作为提升自身服务的可靠保障。

4 结语

从目前的改革情况来看，发电企业应该是本轮电改暂

时的最大受益者。

一方面通过发电计划的逐步放开打破大锅饭的情况，

让效率高、管理好的电厂收益更高，另一方面通过售电份

额交易发挥电网企业售电公司的竞争力。随着电力体制改

革的进一步深化，降本增效、抢占优质用户将成为各类售

电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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