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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博士文库：中国电力市场结构规制改革研究》首先述评了电力产业市场结构规制的相关文献和
基础理论，从电力市场结构的概念入手，认为电力产业市场结构是电力产业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的总
称，纵向结构是指电力产业发、输、配、售四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它们是一体化还是分离关
系，是市场交易关系还是垄断的内部管理关系；横向结构是指各个水平环节的各企业之间是竞争还是
垄断的关系。
随后按照电力产业规制的“规制一放松规制一重建规制”的历史演进路径对电力产业规制进行了综述
，由于直接针对电力市场结构的规制是散见于对电力产业的规制措施中的，因此目前没有研究从电力
市场结构这个视角去系统整理和归纳政府规制，这就是本书最大量的工作之一：按照纵向结构与横向
结构的体系对政府规制进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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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电力产业规制需求的科技原因　　电力产业规制改革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电力科技创新使得电
力网络具备了开放运营的管理技术，对世界各国电力企业的传统垄断一体化的经营方式造成了空前的
冲击。
没有电力科技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力产业不可能走向自由化和市场化。
电力科技创新对电力产业规制体制的冲击可以从发电科技创新、输电科技创新和配电科技创新三个方
面来讨论。
　　（1）发电科技创新对电力规制体制的冲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间，各种电器陆续进入
市场，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产值以2倍的速度增长，电力需求旺盛。
当时化石燃料价格低廉，供电成本很低，故电力科技创新的重点集中在发电科技上，提倡大电厂、大
电网、大机组，至于配电科技的发展与突破十分有限。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电脑、信息和控制技术在发电设施上的应用，一方面提高了发电效率
，另一方面大大节约了劳动力，降低了发电成本，从而造成在发电领域不再有更多的规模经济效益。
电厂设备和规模已经定型：热效率提高已达到极限，从技术上已没有更多措施降低成本。
热力学定律决定了火电厂的效率只能是30%多一点，厂用电、输变电损失加起来达到loo/o~15%。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快速适应高峰负荷需要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小型热电联产机组有了新的生
存空间，大型和远离负荷中心的电厂将越来越多地被靠近负荷中心的小型和清洁发电方式所代替。
这些负荷中心将减少对昂贵的远距离输电线路的需求。
公众对环境日益关心，常规火电厂、水电厂和核电厂都受到生态、环境的严重挑战，使得化大为小、
化整为零的结构改革成为潮流。
可再生能源用于发电，除水能资源开发可以建设大型、特大型水电站外，其他如风能、太阳能、潮汐
能等的发电利用大都是小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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