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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电力法》的目的，就是提供基本的法律框架。中国政府制定的法律不

光对中国，对国外也有重要意义,因此进行法律修改时应想到尽量吸引国外投资。

国外投资中国电力的，也会仔细研究中国《电力法》。 
我对其他国家好多法律都比较了解，相比之下觉得中国法律需要修改。中国

比较独特，一般都先制定法律，然后再去改革。这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我看过中

国 1995 年的《电力法》，用词泛泛不很具体。现在的国际趋势，是法律越来越详

细化、具体化。许多国家的法律都有好几百页，具体的规定很详细。 
最近，整个国际电力市场不很乐观，如美国、阿根廷、巴西等都有很大困难，

因此国外投资电力很谨慎。现在中国修订《电力法》应更具体、详细。围绕可持

续发展，我想提出以下看法。 
 

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是核心 

具体到一些主要目标，一定要包括在法律里。应明确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

职能，最基本的市场结构应该提到，客户、投资者方也应提到。电力企业和投资、

消费三个方面，都应在法律里涵盖。此外还有税收改革、定价方法等。 
在可持续发展中，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能效等内容都要涵盖进去。有些

国家把可再生能源部分单列出来，还有好多国家制定了有关气候变化的法律，以

及环境法、税法等，所有这些都和电力的可持续发展相关。因此，《电力法》涵

盖的范围越广越有利。 
有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在法律出现以后才形成的，这是一个失误。我觉

得如果从最开始就注意到可持续发展问题效果更好，而且更公平。 
制定法律应更具体、详尽一些，如果太泛泛便很难具体运用到实际中。以英

国为例，电力体制改革开始时，政府公布了非化生能源义务公约，规定了可再生

能源开发方面的义务。同时，他们建立了公共基金以支持节能，由电力监管负责

运行管理。在 2000 年，英国法律也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很多能源效率、可再生

能源等方面的内容。新西兰这方面的法律特别详细，180 页中有 40 页是关于气

体排放的。丹麦法律也详尽地提到了节能、热电能和可再生能源等问题。美国现

在没有为电力企业重组制定新的联邦法律，但以前的法律对能源效率、可再生能

源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外，最重要和最有效的相关法律，都是由每

个州政府自己制定的。 
美国自从加利福尼亚电力危机后，好多环境法的内容都列入《电力法》里面

来，还制定了发电效绩和排污的标准等。美国的电厂都是一些老电厂，没有环保

措施，不过成本比较低，竞价上网有优势。新电厂需要安装防污设备，所以投资



更大些。如果投入竞争，就需要寻找一种平衡。中国这方面的政策很好，污染就

必须付费。现在的法律力度还不够，污染造成的损失和环境成本应该完全内部化，

这是一个核心的条款。如果《电力法》不以此为核心的话，将来污染会越来越严

重。这方面的改革应和其他改革同时进行，如果整个市场已经形成，再去改就不

容易了。 
 

    可再生能源总体目标是关键 

关于可再生能源，需要有一些实施细则，制定总体目标很关键。 
在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的总体目标每年都不一样。荷兰不但有总体计划，

而且对每个可再生能源项目都有详尽的介绍。好多国家都采用电网统购法，有一

个价格的基准。法规必须对可再生能源价格明确规定。可再生能源有配额标准，

中国叫可再生能源市场份额，美国叫 MMS。从发展趋势看，MMS 包括购电法、

配额、竞标三种方式，这已经在美国的 12 个州及其他一些国家采用。好多国家

政府都采取绿色市场政策，鼓励自愿购买绿色电力，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

际上注重削减可再生能源成本，体现在标准合同的一些上网规则，以及风能开发

的特许权和税收改革等，这些对削减能源成本有很大帮助。 
制定法律，主要有内建和添加两种：对于电力可持续发展，在改革时就开始

认认真真地考虑进去，做详尽的设计；随市场和改革往前走，然后想起来哪些事

情再加上去。这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可再生能源系统标准和能源收费

等可以加入到添加行列，而其他政策必须加入到新的市场，应该是内建而不是添

加的。好多法律政策制定的时候，把这一条都忽略了。 
实施可持续发展，内建非常重要。搞改革或政策设计，不在开始把关键政策

作为总体的有机部分处理，而是待方案出来后再将有关的东西慢慢往里迁，将会

很困难。涉及市场规则要先考虑，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样会造成混乱。要通

过一些工作明确一个新的具有竞争力的中国市场，电监会第一个任务就是把中国

的电力市场建立起来。在电网的运行原则里，应把可持续发展原则放到市场上，

这一条很重要。电网的运行规则和并网的运行规定，可以决定将来的发展规模。  
丹麦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条款比较受欢迎，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在欧洲市场

设计方面，欧盟对可持续发展规定了很具体的条文。据此一些市场允许电网运行

商进行修改、升级，总体原则是鼓励发展污染小的电力企业。在制定电价时，好

多方法可以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利福尼亚州就是很好的例子。电价取决于两

个因素，一个是装机容量，另一个是发电量，以装机容量定价不利于可再生能源

发展。加利福尼亚是以发电量为定价基础，这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可见，竞

价原则会影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比如，火电厂每小时发多少电可以预测，但风

力发电要预测就很费劲，数据不准确就会打掉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信心。价格收入

设定方法，应该鼓励能源效率的提高。澳大利亚、美国、挪威等国都采用了以可

再生能源为基础定价法，即设收入上限的方式，这是他们《电力法》中一个重要

的指导原则。 



能源效率放在内建里面就是需要建造，这是从加州危机得到的教训。加利福

尼亚是根据客户需求量建电厂，规定竞价时应往电网输送多少电。在作出规定时，

如需求方能够把用电量需求降低，也可以采用竞标的形式。这是需求反映，对提

高能源效率、降低电价，以及环保和节能都有好处。《电力法》在供方和需方之

间应该寻求公平，应制定环保方面的具体数据，如发电效绩的标准、新的环境的

标准等。在设计市场结构时，环保标准，可再生能源长期市场份额信息，绿色交

易证书情况，总量控制和进行交易，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情况等项政策、法规，应

该早期考虑进去。甚至在计算机软件系统中，也作出具体规定。这样内建进入市

场比较容易，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如果后补进去就正好相反。 
最后，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面，最主要的是政府领导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