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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B3_E7_85_A4_E7_c45_519141.htm 煤炭价格大幅上涨是

火电企业成本增支，陷入集体大幅亏损的主要原因。6月19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电价调整方案，从7月1日起全国销

售电价平均提高0.025元钱。从随后发改委下发的各区域的具

体调价结果看，部分区域火电企业拿到了这0.025元钱的多半

，部分区域火电企业拿到的不到一半。此次提价对火电企业

来说只能消纳电煤成本上涨比例40%左右，由于此次调价的

实际执行期为半年，即使2008年度下半年煤炭价格保持上半

年水平，则此次调价只能消纳2008年全年电煤成本上涨比例

的20%.电价调价力度远不能弥补电煤上涨所导致的成本增加

。 由于合同电煤与市场煤存在着较大价差，合同电煤数量占

发电用煤的比例在逐年降低。就在6月19日发改委下发电价调

整和电煤价格临时干预措施的通知后，市场煤炭又出现了一

轮大幅涨价。对火电企业来说，合同电煤数量不足，购买市

场煤又会出现电价与煤价“倒挂”情况。这样使得火电企业

面临资金链断裂，无力采购煤炭，被迫处于缺煤限发电状态

。 如何有效缓解当前“缺”煤所引起的电“荒”状况，必须

立足当前，着眼未来。 当下，要防止煤炭价格的临时干预成

为“双刃剑”。结合煤炭价格的临时干预，可以配套采取如

下措施：一是政府部门应出面督促煤企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

。协调煤企与电企根据发电用煤缺口补充签订部分电煤合同

量，降低火力发电企业电煤供应缺口，避免因缺煤造成的降

负荷、停机，从而影响国民经济正常稳定发展的情况发生。



二是政府部门应对煤炭生产企业“签价不签量”、“签量不

签价”或“一口价”的不公正交易行为进行干预和约束，督

促煤企与电企按照发热量计价办法进行交易。三是对煤炭制

假贩假现象进行坚决打击和取缔。各煤区近年来一直存在煤

炭制假贩假现象，随着煤价大幅上涨，一些地方煤炭制假贩

假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况，甚至有国有煤企也参与

了制假贩假，有效打击这种现象迫切而必要。四是在不能完

全执行煤电联动政策，高煤价导致火电企业整体亏损的情况

下，建议给予火电企业临时性财政补贴。 在采取上述临时性

应急措施的同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加快电力体制

改革，理顺电价形成机制。 一是应当连贯而又坚决地执行国

家已经制定的煤电价格联动政策。供需与成本决定价格。从

价格形成机制上讲，没有政府的管制，煤电本身就是联动的

。无论是对电力行业的舆论误导也罢，还是牵动民生和政府

的CPI高企也罢，都不能成为不执行煤电价格联动政策，坐视

发电企业整体亏损的理由。“一头放，一头堵”，协调机制

被破坏的后果就是急剧上涨的电煤价格和平抑不变的电价所

造成的价格扭曲。 可以预见，低能源价格时代已经一去不复

返！ 近年来电力弹性系数的持续高位，说明经济发展中有着

不健康的因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电价政策还不能

把能源资源环境的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和供求关系合理

反映在市场价格体系上，以利于引导和推动节能减排。如果

不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高能源价格时代将会随时考验CPI

。 二是加快电力体制改革步伐，完善电价形成机制。正确的

价格信号是市场高效运行的基础。笔者建议在坚定不移地实

行煤电价格联动的同时，按照“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原



则，一要建立与发电环节适度竞争相适应的上网电价机制，

过渡期实行部分电量竞价上网，并依据电力供求关系逐步加

大或调整竞价电量份额；二要尽快合理核定独立的有利于促

进电网健康发展的输配电价；三要同步建立起上网电价与销

售电价的联动机制，上网电价竞价部分与对应的销售电价实

行市场自动联动，核价部分实行计划强制联动。销售电价核

价部分要反映资源状况和电力供求关系。这样才能形成电力

价格与电力市场供需、电力成本之间的相互作用链。 从长远

的角度以及坚持市场化方向的角度来说，作为能源，上游的

煤炭需要而且应当坚持市场化，其下游的电力也需要也应当

坚持市场化。无论其“涨”其“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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