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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能源行业，真正可靠、效应无偏的转型升级出路，应是通过改

革，以经济杠杆手段为主，让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上，充分发挥优胜

劣汰的作用。

激活行业内生动力
 文·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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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26日，安徽淮南平圩发电厂满负荷发电，保障长三角供电需求。



2016 / 03  总第87期 / 29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16 / 03

当然，需求的原意不应该被否定。

人活着就会有需求，有需求才有各色动

机和满足需求的创新活动。但当社会化

大生产进入全球化阶段，一个鲜明的特

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行了成功的颠覆

性创新，市场上就不只是一呼百应，而

是一呼万应、一呼亿应。一个产品可能

迅速风靡全球，给用户带来人本主义视

角上常说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对这种用户体验的追求联系着“升

级换代”式的供给创新，也是能源从业

者在2016年的首要课题和进取目标。

在能源行业，供给侧改革强调结构

优化导向，即是通过清晰的、力求有效

的结构优化措施，使其更适应人本主义

基点上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不良链条因何而生
尽管存在国情、资源禀斌、阶段特

征等不可选、不可抗因素，但制度机制

方面的重大缺陷，对能源、环境问题的

恶化难辞其咎。

当前，我国一般商品比价关系和价

格形成机制基本实现市场化，但在能源

领域，却存在着严重的比价关系和价格

形成机制的扭曲、非市场化状态和由此

引出的“无处不打点”的紊乱局面，并

且以表面上的“煤价、电价低廉”，助

长粗放式、挥霍式、与节能降耗背道而

驰的增长状态和消费习惯。

深入考察，会发现这种能源浪费和

低效问题可归咎于四个原因：

第一，中国主管能源的行政管理部

门一直采取的局部、点对点调控模式，

使行业管理范围极宽泛，从某规划到某

项目和某项价格，从准入到行为，处处

扣死。计划经济强势手段，导致行政审

批权大如山，绩效却差。

第二，能源不似诸多产业，出现决

策失误，可以较快回调。而一旦能源决

策出现较大失误，即使有相关主体及时

察觉和勇于站出来认错，也需要很长的

扭转和调整期。

第三，在缺乏顶层设计和有效的通

盘协调机制的同时，能源管理体系可谓

错综复杂，主力能源的开发、利用、消

费事宜与多部门联系紧密，却往往于处

理环节上权责不明、相互推诿、拖延无

期、互不买账。

第四，作为我国主力能源供给的火

力发电，在规划、建设方面，与国土资

源开发和交通、输电网络建设和环保等

战略规划，未能有效结合和高水平地打

通。

结构升级亟需先行
面对国内业已高达6000万户以上

的海量市场主体，要消除落后、过剩产

能，政府行政手段为主的选择式“关停

并转”操作空间有限，仅适合为数不多

的大型企业；以法规划定“准入”技术

标准的“正面清单”方式，逻辑上可面

对中小企业，但如果以此为主导操作，

定会产生为数众多、防不胜防的“人情

因素”和设租寻租，发生事与愿违的种

种扭曲和不公，效果亦难尽如人意。

对于能源行业，真正可靠、效应无

偏的转型升级出路，应是通过改革，以

能源不似诸多产业，出

现决策失误，可以较快

回调。而一旦能源决策

出现较大失误，即使有

相关主体及时察觉和勇

于站出来认错，也需要

很长的扭转和调整期。

最近二十年里，经济生活中特别值

得我们关注的创新案例，多是由新技术

革命潮流所引出、在供给端实现更新换

代的一系列事件，例如大家称道的苹果

产品，以及“互联网+”等。

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互联网金融，

我们特别强调“用户体验”。而这种升

级换代的感受，被奇虎360CEO周鸿祎

称为“颠覆性创新”，它是一种在供给

端发力，且有决定性意义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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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杠杆手段为主，以物质利益的激励

和约束“内生地”让市场主体自觉践行

“节能降耗”，让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

上，充分发挥公平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作

用，把真正低效、落后、过剩的产能挤

出去，进而引发出一个绿色、低碳、可

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

实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自主

创新等，无法简单地通过需求侧总量调

节，而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全面配套改

革形成的“制度供给”，运用结构性对

策进行供给管理，加大供给侧某些要素

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

在制度供给层面，顶层设计至关重

要。当前，眼界相对狭窄的地方政府和

分散的企业与企业集团，很难在各自的

自主、自发行为层面，通过“试错法”

形成一个具有长期合理性的能源格局。

因此，政府相关部门需要从整体能源战

略的顶层规划出发，多方面、多层次的

战略一齐配合，发挥矩阵型功效。不但

对火电、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进行

通盘考虑，还应当特别注重与环保行业

的协调衔接，以及与交通等网络建设进

行良性互动中的合理衔接等。

金融手段不可或缺
在构建清洁绿色生活方式、实施清

洁替代和电能替代的过程中，理应更看

重内生、长效、全面的经济手段，即与

市场机制兼容对接的规范的税收、支出

补贴政策和政策性金融手段。

首先，积极通过资源税、消费税、

环境税的改革，把全产业链中的比价关

系和价格机制引向“内生的”节能降耗

激励状态。

在资源税方面，将煤炭原来的从量

征收转为从价征收为契机，实质性推进

“从煤到电”理顺全套体制机制的配套

改革，使能源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

适应节能降耗的客观需要。

在消费税方面，要以节能降耗为取

向推进消费税改革，对消费税的征收范

围、税率、征收环节等进行适当调整，

着力发挥其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生产和消

费低碳化的杠杆作用。

在环境税方面，可以发挥其使污染

主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促进

绿色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合理处置增

加企业负担的问题。

其次，应积极合理提供政策性金融

服务，如PPP、产业基金、小微金融体

系等的作用。

从现阶段来看，财政需要从以往

较简单的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等模式

向PPP的更复杂的金融机制开拓创新，

更多地借鉴PPP模式下国内外已有成功

经验支撑的融资模式和管理运营模式，

大力支持绿色低碳取向下的适宜项目发

展。

随着中国多级多元资本体系的建

立，证券化融资之路也将进一步打开，

可考虑以开设特定目的载体即特殊项目

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即

SPV）为标杆，在法治化、规范化形式

下开展特定项目投融资。

此外，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包

括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发展产业基金，

培育创业和风险投资的引导基金或母基

金，提供多样化的政策性金融产品，为

结构升级提供更加有效的融资服务。

在政策性融资机制创新中，应积

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小微

金融服务体系，在改进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机制建设中切实加入绿色、创新的导

向。此外，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积极将

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对接，部

分政策融资业务可以招投标、贴息等方

式交由商业银行等机构承办，充分发挥

不同金融机构各自业务优势，实现双

赢、多赢。

（作者系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原财
政部财科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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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清洁绿色生活方

式、实施清洁替代和电

能替代的过程中，理应

更看重内生、长效、全

面的经济手段，即与市

场机制兼容对接的规范

的税收、支出补贴政策

和政策性金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