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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建构 电 布 竞 理论分衍框 崭尝试 
— — 《电力竞争》评介 

任 玉珑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30)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电力和能 

源短缺问题再次凸显在世人面前，与数年前电力供应 

过剩和煤炭价格低迷的现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又 
一 次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提醒我们，如何使电力供应与 

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对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 

发展至关重要。电力产业是带有自然垄断特征的重要 

基础性产业，其关键价值在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稳 

定、高效的电力供应。多数发达国家力图通过构建有 

效的竞争性的电力市场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也是我国 

当前电力改革的选择路径，但其问尚有诸多问题需要 

研究解决。由于电力行业的独特性，使得对电力市场 

竞争主体——电力企业的竞争行为的研究存在相当 

难度，要建构一个对现实有解释力的电力市场竞争理 

论分析框架更为不易。叶泽教授为此进行了有价值的 

新尝试。 

叶泽教授的专著《电力竞争》已由中国电力出版 

社于2004年4月出版，该书是国内首部将产业组织理 

论、电力技术背景有机结合起来对电力企业竞争进行 

系统研究的著作。作者将有关经济理论、电力技术和 

管理实践有机地融为一体，研究电力市场中电力企业 

的竞争行为。目前，国内有关电力市场方面的研究文 

献很多，但以笔者多年跟踪研究来看，这些文献多或侧 

重于经济理论的研究，缺乏在电力行业的实际可操作 

性；或局限于传统电力行业技术特点的研究，缺乏在经 

济理论上的创新。但实际上，电力产业的基本经济特 

征与其独特的技术特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得出 

对电力产业改革实践有真正指导或参考价值的结论， 

就有必要将其两者结合到一起对电力产业进行分析。 

读叶泽教授的《电力竞争》很容易联想起法国著 

名经济学家拉丰和泰勒尔合著的《电信竞争》一书，这 

是一本非常经典、影响深远的产业组织理论巨著。看 

得出来，《电力竞争》受到了《电信竞争》的巨大影响并 

得到了诸多启发。叶教授结合电力改革实践，将产业 

组织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运用在电力市场竞争的构建 

中，并进行了拓展，力求形成电力市场竞争的新理论分 

析框架。一方面，电力产业具有很多其它产业所不具 

有的技术特殊性(如电力的不可储存性)，一般的经济 

理论很难简单套用；另一方面，近年来电力改革实践表 

明，形成一套符合电力行业技术特点的经济理论分析 

体系，以指导电力产业改革的需要非常迫切。这体现 

了该书的创新性和价值点。 

《电力竞争》既是一部很好的电力竞争研究的专 

著，同时也是一部有关电力市场研究的文献集。作者 

系统地综述了大量国内外优秀的文献。对电力市场研 

究学者与专家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般认为，电力产业的特殊性相对于电信产业而 

言更复杂，因此要形成一套完整的电力竞争理论，可能 

还需不断完善。我认为《电力竞争》在以下两方面可 

以进一步深入：其一是规制下的电力竞争与竞争中的 

电力规制；其二是将电价机制有机地融人电力竞争中， 

以形成有利于竞争的电力政策。 

总的来说，《电力竞争》在结合我国电力产业改革 

实践，将电力技术与有关经济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进 

行研究，力图形成电力竞争理论分析框架方面，为我们 

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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