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年过去了，电网改革重新回到起点，

但是这一次国家电网拆分得并不容易。

有消息称，国家电网拆分方案行将出

炉，其核心是整体一分为五，形成五大区域

电力公司。不过，五大区域电力公司的提

法，与 2002 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电力体制

改革方案》（业内简称五号文件）无异。

“随着这两年的集权，国家电网一张网

已然初成，再度拆分又会再回到 2002 年的

起点。”日前，国家电监局旗下华东电监会一

位人士表示，10 年电改疾行，惟一不变的是

电网，彼时初成立的五大区域电网公司，如

今已被空壳化。

2011年5月起，国家电网在西北电网有限

公司、华中电网有限公司、华东电网有限公司、

东北电网有限公司的基础上，分别加设了西北

分部、华中分部、华东分部、东北分部。2011年

年底，华北电网有限公司也加设了华北分部。

从 2012 年 7 月开始，五大分部陆续注册

成为独立法人，而原五大电网公司旗下资产

陆续划归到五大分部中。至此，成立不到

10 年，曾被寄望打破电力垄断的区域电网

公司已集体退出历史舞台。

原电力部生产司教授级高工、国际大电

网 CIGRE 和 IEEE 会员蒙定中告诉记者，国

家电网此举是强化了其“一张网”做法，不利

于市场竞争，同时从技术层面来看，存在很

大的缺陷，“浪费而不安全”，更违背了当初

五号文件制定的初衷。

作 为 全 球 最 大 的 电 网 公 司 ，国 家 电

网 2012 年 售 电 量 32539 亿 千 瓦 时 ，收 入

18855 亿 元，净资产收益率约 4.66%，资产负

债率 57.62%，在世界 500 强中排名第七。

十年电改

在 2002 年五号文件出炉之后，2003 年

走出第一步，通过对国家电力公司分拆重

组，成立了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以

及中电投、华能等五大发电公司。国家电力

监管委员会应运而生。

上述华电电监会人士表示，成立华东等

五大区域电网公司，就是待南方电网发展成

功之后，借鉴其模式，将五大区域电网公司

拆分出来。

根据五号文件的表述：区域电网公司应

该将区域内的现省级电力公司改组为分公

司或子公司，负责经营当地相应的输配电业

务。而国家电网公司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各

区域电网之间的电力交易和调度，处理区域

电网公司日常生产中需网间协调的问题，同

时参与投资、建设和经营相关的跨区域输变

电和联网工程。

不过，对于国家电网的拆分自 2004 年

其提出建设特高压电网后便开始陷入停滞。

2005 年以后，国家电网正式着手启动对

特高压电网的建设，并规划“十二五”期间形

成“三纵三横一环”的特高压电网网架，最终

实现国家电网的西电东送、南北互供、全国

联网。

彼时，包括蒙定中在内的 23 名电力老

专家还直接上书相关决策高层。专家们提

出了特高压电网安全性不够、投资金额性价

比不高、线路利用率过低、比耗煤增加更多

排放等诸多问题，要求在没有经过充分的论

证前，停止特高压电网的建设。

蒙定中说，此前国内的区域电网是相对

独立的，特高压将其连成棋盘状的大电网，

容易使得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引起全国范围

的大停电，这已经在许多国家拥有前鉴。

另外，老专家们认为，特高压线路将打

破现有的区域电网格局，形成紧密相连的交

流大电网。如此再拆分国家电网，将变得不

再可行，国家电网的强势地位愈加巩固。

不过，在 2006 年国家电网的晋东南经

南阳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获得

核准之后，随后四川—上海特高压直流输

电示范工程的开工使得全国一张网已初露

雏形。

“5 号文件对中国电力市场的设计是以

区域电网为发展方向，这是从安全和管理角

度考虑，现在区域电网的牌子还在，但功能

已经丧失，特别是一旦特高压交流形成全国

一张网，意味着省与省之间的 500 千伏网架

必须解列，成为配电网，这等于回到了国家

电网大一统的状态。”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

官韩晓平说。

五号文件是否仍然有效？

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刘振亚日前在其

出版的《中国电力与能源》中如此描述：“预

计到 2030 年前，国家电网将实现西电东送、

南北互供、全国联网。”

电网是朝一张网发展还是多网独立发

展，作为国家电网的掌门人，刘振亚给出了

明确答复。

蒙定中认为，电力改革的方向是“厂网

分开、主辅分离、主多分离、输配分开”，特高

压电网使得输配分开难以实现，“五大分部

的成立在管理上更加大了输配分开的电改

难度”，使得电改的中期目标——形成以区

域电力调度交易中心统一的区域电力市场，

难以实现，“这从分散性、安全性、技术角度

而言，都是不合理的”。

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在“拆分”派看来，

当时中国已经自然发展了六大区域电网：华

北电网、华中电网、华东电网、南方电网、东

北电网和西北电网，因此六大区域电网应该

独立——日本有九大电力公司独立管理运

行，美国分成中东部、西部和德克萨斯州三

块，十大安全管理区域独立管理运行，欧盟

已经连成一张电网，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的电

网都独立管理运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电力体制改

革研究组组长武建东是国家电网拆分的支

持者。“（国家电网）是一个政企贸科四维合

一的机构，它既是经济组织，也履行着政府

职能，还主宰着电力市场交易；它既拥有私

权，也行使着社会公权，还主宰着电力创新

的秩序。”

在武建东看来，国网公司的强权体制拦

截了我国 5 万亿千瓦时电力消费能力与 10

亿千瓦电力装机总量之间市场互动的巨大

活力，改革是必然。

然而，11 年电改前行至今，拟议中的主

辅分离以及东北电力市场和直购电等试点

工作陷入僵局，电改举步不前，原本计划进

一步完成输配分开的国家电网公司在金融、

电建、矿业等多个领域和海外大力扩张。

上述华东电监会人士表示，11 年过去

了，随着电网的发展壮大，已形成诸多利益

壁垒，拆分极为困难。日信证券一位分析师

则表示，五号文件也已过去多时，“总体思路

是对的，但是具体的细节可能需要做一些修

改”。他认为，需要召开一个高层级的会议，

再次明确电改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梁钟荣）

日前，江淮汽车发布公告称，因同悦轿车锈蚀问题将对 2011

年前销售的同悦车进行召回，同时，召回也将影响财务数据，2012

年年报将推迟到 3 月 30 日披露。

江淮汽车证券部人士表示：“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头

等大事，从 15 号的时候就召开了紧急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

晨。质检总局国家召回中心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召回申请，现在同

悦轿车的相关配件也在积极准备中。”

而对于具体的召回方案以及相关的损失计提，该证券部人士

表示现在尚未确定。 （本报综合报道）

近年来，国内企业劳资纠纷，工人不堪重负反

抗工厂以及类似富士康职工“跳楼”等事件频繁见

诸报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亟待疏导。

此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致通过了《工商业

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

原则》（简称“指导原则”），根据这些原则，企业内部

的沟通和申诉程序是企业尊重和补救劳动者权利

的重要机制保障。

尊重指导原则，改善劳资关系，在英中协会支

持下，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社会资源研究所共同

对中国纺织企业开展了一项调查，意图了解企业内

部沟通与申诉机制的建立情况。近日，上述两机构

召开研讨会对该项目进行总结，并发布相关报告。

据了解，中国纺织企业沟通与申诉机制调研项

目于 2012 年 6 月正式开展，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

社会资源研究所成立调研小组，通过访谈、问卷填写

等方式对 6 家纺织服装企业展开调研，了解参与企

业申诉机制的运行及管理现状，分析不同申诉机制

建立和运作的成本、效果以及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调研组人员认为，企业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沟

通、意见申诉处理等管理制度，利用工会、生产、行

政、后勤等部门收集员工的建议和意见，并作出处

理和反馈，可以高效而又低成本地建立和谐的劳动

关系。很多企业的经验也表明，通过完善现有的沟

通申诉机制、问题解决渠道对员工的建议和申诉作

出回应与解决，能够有效地降低员工流失率，提高

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工作能动性。

“目前，整个纺织服装行业内部，越来越多的新生

代农民工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制造业的劳动力主

体，他们对公平和社会正义的要求大大提高。这种变

化给制造业的管理层提出新的要求，即如何营造出

和谐劳动关系，促使劳动关系在一种更为平等和公

开的方式中发展。现阶段，大多数企业都缺乏监督

和指导，很少能建立起内部申诉和沟通机制，即便

有类似的申诉和沟通机制，也没能完全发挥应该发

挥的作用。申诉机制也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机制，使

一些纠纷和矛盾在发生的初期得到有效解决和控

制，避免问题进一步扩大。有效的企业内部申诉机

制还能提高工人参与民主管理的水平和工作效率，

能够帮助企业在市场的竞争中更好地提高自治能

力，同时，也会减少政府相关部门介入的成本。”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主任阎岩表示。

项目方之一的社会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志艳认

为，目前,对申诉机制的理解有两种思路：一是企业

内部有顺畅的沟通渠道，员工的意见可以得到较好

的表达，这表明处理申诉机制已经存在了；二是根

据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企业内申诉机制

的核心特征是程序性，即对原有的沟通渠道、纪律

惩戒渠道加以程序性规范，对申诉正式提出、申诉

调查、申诉处理、上诉等各环节的处理部门、处理方

式、处理依据、处理时间都作出明确的程序性规定。

他表示，根据国际惯例，第二种思路下的工厂

内申诉机制，在中国还远未建立起来。

报告还认为，中国劳动法律体系和工会法律体

系，已经为建立有效的申诉机制搭建了基本的制度

框架，更重要的是使这一机制落实于企业当中。

公司观察

中国纺织企业沟通与申诉机制调研报告发布
■ 本报记者 邢梦宇

近日，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了中国绿地集团欲在悉尼市中心兴

建悉尼最高住宅楼的计划。报道说，绿地集团已经向悉尼市政管

理部门提交了开发申请，计划在悉尼市商业中心南端投资 38 亿元

兴建一座高达 240 米的住宅楼。

在持续数月的全球石油巨头会谈后，意大利埃尼集团选定中

国为共同开发莫桑比克天然气田的合作伙伴。日前，埃尼集团总

裁保罗·斯卡罗尼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石油最大

控股子公司）总裁周吉平在京签署了合作协议，中石油将收购埃

尼东非公司 28.57%的股权，交易对价为 42.1 亿美元。这将成为

2013 年目前为止亚洲公司最大一笔收购交易。埃尼东非公司拥

有莫桑比克 4 区块项目 70%的权益，交易执行后，中石油将间接获

得该油田 20%的权益，埃尼集团仍将保有 50%的权益，此外，莫桑

比克国家石油公司、韩国天然气公司、葡萄牙高浦能源各占 10%。

中企试水澳房地产开发
拟建悉尼最高住宅楼

中石油将收购意大利埃尼东非公司

江淮汽车通宵开会应对危机

3 月 15 日消费者权益日，央视“3·15 晚

会”首先曝光了苹果手机维修骗局。央视

称：高度一体化的苹果手机除了少数部件

外，不做维修，只整机交换。可是针对中国

消费者，苹果交换的却并不是整机——新

手机仍沿用旧后盖。小小后盖大有文章，

国内外待遇有别，而这也是霸道的苹果拒

不执行三包规定的借口。

伊 能 静 V：苹 果 难 吃 ，还 是 死 猪 难

吃。苹果难管，还是奶粉难管。苹果黑，

还是空气黑。苹果没洗干净，是苹果脏还

是水脏。这世界有一种观点叫失焦，不过

失焦也好，因为本来真正想聚焦的就模糊

掉了。

AmanV：又在爆苹果售后双重标准...

其它不清楚，苹果售后服务是我见过手机

品牌里面售后做得数一数二好的。

押沙龙 V：“315 晚 会 ”我 跳 着 看 了 几

眼，觉得挺奇怪的，居然花了那么大篇幅揭

露苹果售后维修不换机壳什么的。生活在

咱们这儿，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据说有毒，

打个疫苗喝个奶都首先要分清“国产的”还

是“进口的”，相比之下苹果这个壳子能算

个多大的事儿？还是我的大局观跟央视不

一样？

郑渊洁V：中国消费者选择苹果，不光

是选择技术，还是选择体恤、公平、关爱和

价值观。获悉苹果在售后服务上对中国消

费者和发达国家消费者采用双重标准，感

到非常震惊。用相同甚至更高的价格购买

苹果，中国消费者获得的售后服务却低于

发达国家消费者，但愿苹果缺的那一块不

是良心。你对此怎么看？

TechNews科技新报V：在中国消费者

协会的投诉统计中，2012 年共受理苹果公

司产品投诉高达 2170 件，其中售后服务的

投诉占到了 25.6%，高出家电产业平均水

平 7%。苹果售后劣迹斑斑主要来自不合

理的售后条款，消费者均对苹果的售后叫

苦不迭。微 话 题

但愿苹果缺的那一块不是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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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拆分巨难 五大区域电网有名无实

财经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