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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电价“三高一低”问题的解决思路
王蒙

电力是企业生产经营中不可或缺

的投入要素，也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

成部分。近年来，各地深入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降低

企业用电成本”要求，企业用电价格

连续下降，有力对冲了疫情等影响，

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但是，东北地区企业电价方面还

存在“高价格、高价差、高附加和低市

场化”等问题，使东北地区相关企业

在同等条件下面临更高的用电成本，

不仅降低了与国内其他地区企业的竞

争力，也影响了地区内工商业的发展

和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转型

优化，亟需高度重视并加快推动解决。

问题的主要原因及影响

（一）损耗补偿较多是造成东北地

区较高电价的根本原因，使本地区企

业在同等条件下面临更高用电成本。

东北地区转供电环节附加较多，其中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输配电过程中

的损耗补偿。由于东北地区普遍地广

人稀，且产业发展水平还有差距，使

得电力的供应和使用相对较分散，在

电力的建设方面需要投入大量硬件成

本，但是实际用电量却不高，导致传

输过程电力损耗较多，难以形成规模

效应。作为此部分损耗的补偿，相关

部门将会提高输配电价、线损折价等

的定价，并最终推动销售电价的进一

步提高。这种因为损耗补偿较多而推

动形成的较高销售电价，不仅不会增

加本地区输配电企业的利润，还会使

本地区用电企业比其他地区企业在相

同条件下承受更多的用电成本。

（二）弥补电网亏损是出现行业

间较大电价差的主要原因，将不利于

一般工商企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

化。与较高的工商业用电价格相比，

我国居民用电价格长期处于相对较低

水平。但由于居民用电具有用电时间

段集中、用电规模较小、需要分散供

应、用电电压低和线路多等特点，使

得居民用电的供电成本远高于工商业

用电的供电成本。为弥补向居民供电

时产生的亏损，电网企业主要通过提

高工商业电价的方式以实现盈亏互

补。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产业

结构相对较为单一，大工业规模较大，

且在推动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因此，在大工

业用电相对更为集中和持续，供电成

本比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相对更低，东

北地区为进一步支持大工业发展和弥

补居民用电产生的亏损等因素的综合

作用下，便出现了大工业用电销售电

价与一般工商业用电销售电价之差偏

大的现象。而这一情况的出现，将会

在一定程度影响本地区内不同行业间

的相对利润率水平。同时，作为企业

基本生产要素，较高的用电成本不仅

会直接增加企业用能成本，还会进一

步推升企业上下游相关配件产品和诸

如用网等其他公共事业产品的价格，

加剧东北地区典型的“成本高地”现

象，进而在市场这个“无形的手”的作

用下，以及物流业的发展和国内统一

大市场不断壮大的背景下，推动资源

会更多地流向本地区利润率更高的行

业企业，甚至出现本地区行业企业向

成本较低地区的迁移，从而进一步影

响本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多元化。

（三）有效利用不足是影响直接

交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有效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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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企业实际用电价格方面空间相对有

限。发电企业参与电力直接交易，其

主要动机是期望用上网电价的降低换

取大量稳定的电力需求，以提高企业

的盈利水平。但由于东北地区煤炭等

发电资源不足，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且

正处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改革转型

的关键时期，电力消耗占社会发电量

之比呈逐年下降趋势，电力供大于求、

发电企业成本相对较高等现实，从根

本上决定了以持续降低上网电价方式

推动东北地区销售电价明显下降的

后劲不足和空间的相对有限。以黑龙

江省为例，2017—2020 年，电力消耗

量占发电量之比分别为 101%、95%、

90% 和 89%，呈逐年下降趋势。截至

2020 年，黑龙江省电力消耗量占发电

量之比已较 2017 年下降超 10 个百分

点，甚至低于 2011 年 96% 的水平。电

力供需矛盾的不断加大，进一步压缩

了上网电价下降空间。据统计数据显

示，黑龙江省 2020 年累计电力用户直

接交易电量 167.4 亿千瓦时，为电力用

户降低用电成本 6.41 亿元，而目前已

开展的 2021 年度电力直接交易，共成

交电力 170.8 亿千瓦时，但预计可降

低电力用户用电成本 5.96 亿元，直接

交易成交电价与煤电基准价相比，其

下降幅度明显减小，通过直接交易降

低上网电价方式推动用电成本下降的

效果明显下降。与此同时，随着碳交

易等工作的推进，发电企业成本进一

步增加，不仅会影响直接交易降价空

间，进一步降低原本参与度就比较低

的一般工商企业参与直接交易的积极

性，也会加剧发电企业经营困难，不

利于本地供电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最终也将影响企业用电价格。

推动解决相关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是正确处理好当前盈利与长远

收益的关系。较高的输配电环节损耗

补偿推动形成了东北地区相对较高的

企业用电价格。对此，一方面需要政

府、电网公司等深入贯彻落实“降低

企业用电成本”相关部署，坚持谋求

当前盈利与实现长期收益相结合，自

觉从全局、大局出发，不折不扣落实

好党中央部署要求，在进一步改进技

术以减少输配电环节损耗、压减输配

电损耗补偿、降低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有效降低工商

业实际用电价格，切实减轻企业用电

负担，实现以支持企业发展推动经济

发展、以经济发展提高用电效率、以

提升用电效率推动电网企业收益增长

的经济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要坚持

全国一盘棋，综合计算全国电网公司

盈利情况，结合实施区域发展战略，

加强电网系统各地区间的收支补贴和

利润平衡，加大对各地企业在支持重

点区域改革发展和社会经济效益提升

方面的总体考量，减少对相关企业当

前利润水平的考核要求，为支持公共

服务均等化、推动形成统一、公平的

国内大市场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等提

供更大支持。

二是正确处理好重点支持与全面

发展的关系。相对一般工商业及其他

用电价格，较低的大工业用电价格既

符合电价形成规律，也符合东北老工

业基地经济特点。对此，一方面要持

续做好对关键行业的用电支持，积极

推进分时电价机制，对各时段制定不

同的电价，引导用户在用电高峰时段

少用电、将用电需求合理调整到用电

低谷时段，并积极发展新型储能技术

等，以达到削峰填谷、保障电力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进而降低电力用户用

电成本的效果。另一方面，要紧密结

合东北产业转型和优化升级部署，科

学调整和优化设计居民、工商业和大

工业等不同电力用户的用电价格，坚

持有升有降、协调推进的原则，通过

价格信号，既有效引导电力用户珍惜

能源、节约电源，也积极引导更多资

源流向一般工商业等薄弱环节，推动

东北加快转型并实现全面发展。

三是正确处理好市场引导和公

共监管的关系。电力是一种典型的公

共事业产品，既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引

导资源科学配置，也需要加强公共监

管确保满足公众需求。对此，一方面，

要持续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在继续

做好大工业用户电力市场化交易的同

时，积极推进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户

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并有序放开各

类新能源上网电价，完善跨省跨区电

力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进一步提高

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和交易占比，以

降低输配电价负担、提高电力使用效

率，切实降低企业用电价格。另一方

面，要加强转供电价格监管，完善供

电成本监审和定价办法，明确成本构

成，进一步细化电网行业企业职工薪

酬、折旧费、损耗等约束性指标，加大

力度清理供电不合理加价，根据实际

情况调整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确保输

配电价和销售价格合理科学。

（作者单位 ：财政部吉林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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