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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源困境下的电力系统改革 

陈友骏 

(1．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200233) 

摘要：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日本能源环境骤变引发其电力供需缺 口急遽扩大。在此背景下， 

日本政府被动地加速了电力系统的改革进程，并希望借之以提升日本的电力能源自给率，同时 

推动其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此，日本政府通过制定相关计划、修改并完善制度框 

架、新设管理及协调机构、发展多元化的发电模式等多项措施，推动电力系统改革有序落实。 

鉴于此，未来 日本电力系统的发展趋势将更多显现出多元化发展、市场化程度逐步加深、政府 
一 元化管理与协调能力强化，以及电力与相关产业联动性增强等诸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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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核事故使 日本国内遭遇严重的“电 

荒”。电力供应不足严重阻碍了13本工业生产 

及国民经济运行整体的稳定性，也给 日本民众 

的正常生活造成巨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日本 

政府竭力推动国内电力系统改革，希望有序调 

整能源结构，尤其是电力能源的供需结构，确保 

国内能源供给，以此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 

以发展的视角来看，作为二次能源的电能 

在日本的国家治理、工业生产、居民生活等各个 

环节中均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的系统性 

改革势必会对 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 

调整、安全治理等课题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因此，日本政府在福岛核事故之后就应景性地 

启动了新一轮电力系统改革，这不仅对其传统 

的一次、二次能源结构以及相关产业结构造成 

显著影响，并且引发了13本传统政经关系和社 

会体系的剧变。鉴于此，有必要加强针对 日本 

电力系统改革的相关研究。 

一

、 日本电力系统改革的主要举措 

福岛核电站突发事故迫使 13本提前启动了 

电力系统改革进程。这种被动性的举措一度使 

日本陷入“电荒”的尴尬，也使电力系统改革多 

次遭遇挫折，但日本政府经过几年时间的调整， 

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实践、民间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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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改革的总体框架。 

第一，充分发挥政府在电力系统改革中的引 

领作用。实际上，迫于 日本电能供应的急切需 

求，Et本政府在电力系统改革中发挥了极为关键 

的引领作用，不仅主动设计相关计划及步骤，还 

制定了详细且周密的时间表，以督促改革进度稳 

步推进。2013年4月2 Et，日本政府明确提出了 

“电力系统改革方针”，提出Et本电力系统改革要 

分三个阶段加以落实(见表 1)，即，第一阶段，到 

2015年末，设立广域范围的系统运营机构；第二 

阶段，到2016年末，实现电力零售业“零门槛”准 

入；第三阶段，到2020年末，实现送配电部门的中 

立化和电力零售价格的全面自由化。 

表 1 日本政府关于电力系统改革的方针及主要内容 

改革 1．确保电力的稳定供给 

2．最大限度地遏制电力价格的上涨 
目的 

3．扩大电力使用者的选择面及相关企业的发展机遇 

主要 1．大幅拓展系统运营的范围 

2．实现发电及电力零售行业的“零门槛”准人 内容 

3．依托法律规定，确保送配电部门的中立化 

相关制度 1．修改相关法令及制度 

准备 2．加强行政监督的职能 

1．设立广域范围的系统运营机构(截至2015年末) 

推进 2．实现电力零售业“零门槛”准入(截至2016年末) 

步骤 3．实现送配电部门的中立化及电力零售价格的全面 

自由化(截至2020年末) 

(资料来源：Et本首相官邸：『鼋力 灭于厶l=鹊守6改革方 

针j、闼蕺决定 、2013年4月2日。) 

为了更好地推进并实施电力系统的改革， 

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专门设置协商议事机构 

“关于电力供需情况的讨论会”，以便政府更好 

地了解相关业界对电力系统改革的期望与想 

法，同时把政府关于改革的具体设想及战略规 

划及时传达给相关部门和团体。此外，日本政 

府又在经济产业省内设置审议机构“电力交易 

等监督委员会”，以监督电力行业的市场竞争情 

况，推进并落实电力零售业的全面自由化。 

第二，依托法律及制度层面的推陈出新，搭 

建电力系统运营的新制度框架。为了进一步加 

强其在电力系统改革中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日本 

政府并没有把自身的职能定位局限在市场监督 

者的角色上，而是竭力拓展其参与电力市场的深 

度与广度，借助新的法律及行政措施等进一步深 

度参与电力市场改革的全过程。具体来看，2011 

年福岛核事故后不久，日本国会就立即通过了 

“可再生能源固定价格收购制度法”(2012年7月 

1日起实施)，引入了“全量收购制度”，并依据相 

关价格委员会及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提出的综合 

意见决定具体的收购价格。①显然，日本制定并 

实施“全量收购制度”，有利于降低发电企业对 

可再生能源②投资的费用及风险，并从制度上规 

避了其为拓展一次能源来源渠道所承受的巨大 

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利用可再生能源 

进行发电的经济收益。应该说，“全量收购制度” 

只是日本政府直接参与电力市场制度改革的一 

个缩影，但它却直观地反映出日本政府高度重视 

其在电力系统改革中的引领性作用。 

第三，打破 日本国内各地域及相关利益集 

团之间的界限与壁垒，实现全国统筹的系统性 

电能布局。这里包括两方面的具体内容。 

其一，组建跨区域的电力营运管理机构，统 

筹协调日本电力系统的改革进程。日本政府新 

设立了“电力广域运营推进机构”，专门负责统 

筹全国的电力输送与分配。藉此，日本国内电 

力系统改革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以电力能源为 

标志的日本能源系统改革也驶入“快车道”。⑧ 

可以说，“电力广域运营推进机构”的成立是 日 

① “全量收购制度”规定 日本政府必须在一定的期间、以一定 

的价格 ，全额收购电力企业利用可再生能源(包括光伏、风力、水力、 

地热等)生产的全部电能。具体内容参见蟓越由郁：r全量具取制 

度J『 6 lJ寸一手』、 }i纶合研究所、2011年1O月、第13页。 

② 可再生能源是指自然界可以循环再生的能源，很少或基 

本不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具体包括太阳能、风能、水力、生物 

能源、波浪能、潮汐能、海洋温差能等。具体内容请参见蟓越由郁： 

r再生可能工木，L， 一普及促遣 向c于 展望：普及I：向c于 克 

服亨 墨裸题 梭封J『 I壬政策 ’／寸彳 』、 6王鲶合研 

究所、2011年7月25日、第5～6页。 

③ 按照 日本政府的既定计划，日本拟2016年 4月全面放开 

国内电力的零售业务，鼓励新设立的电力公司面向家庭售电；2020 

年之前，日本希望分离大型电力公司的发电部门和配电部门，以实 

现电力零售价格的全面市场化。具体内容请参见鼋力废域的遁凿 

推迨楼圉：r 域械盟忙，) 、 J、http：／／www．occto．or．jp／koiki／ 

koiki／kikan．html及 日本经济麈棠省 资源工木， 羊J宁：r鼋力 

叉于厶忙固寸弓改革方针J、嗣鬣泱定 、2013年4月 2日、http：／／ 

www．enecho．meti．go．jp／category／electricity—and—gas／electric／system 

reformO02／。 



56 太平洋学报 第24卷 

本政府推进电力市场 自由化的重要一步，更有 

利于破除大型电力公司的地区性垄断。Q) 

其二，建立全国联通的输电网络及中转设 

施，解决电力流通不畅、配比不均的现实矛盾。 

13本有观点认为，为使电力系统改革能够稳妥 

推进，应在全国范围内建设超越地域界限的输 

电网络，同时营建灵活的、“有求必应”的输配电 

体系。②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史原因，13本国 

内电力分布呈现明显的东、西分离格局。东 13 

本的电流频率(13本称“周波数”)为5O赫兹，而 

西日本的电流频率为60赫兹，这一致命的物理 

缺陷成为隔绝日本东、西电网的天然屏障，使二 

者基本成为相互独立的电力运营系统，彼此之 

间难以有效的融合与互助。为了突破这一约 

束，日本政府将投人大量资金，扩容连接东、西 

电网的大型变频设施及输配电网络，以增加东、 

西电网之间的电力互通规模。③ 

第四，逐步推进发电方式和供电渠道的多 

元化与多样化，重点加强可再生能源发电业的 

发展。 

诚如前文所述，日本积极学习欧美国家，引 

入“全量收购制度”，就是为了提高企业及个人 

投资光伏、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业的积极性， 

同时降低相关绿色投资的潜在风险。另外，日 

本政府还借助税收和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鼓励更多的社会闲余资金参与相关产业的投融 

资活动(见表 2)。 

同时，13本政府还根据不同能源发电方式 

的要求与属性，制定了具有一定针对性且有利 

于提高发电效率的措施。例如，为使光伏发电 

能更好地应用和普及，13本政府采取了“集中与 

分散”并行的两种方式。“集中”是指把太阳能 

发电装置集中于特定区域，共同组建“百万千瓦 

级的光伏发电站”；而“分散”则是指在各类住宅 

和公共设施分别安装小型光伏发电装置，在实 

现所需电力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将剩余的电力 

出售给电力公司。④除此之外，日本还尽可能地 

将高新技术不断融人到新能源发电领域，以进 
一 步提升发电质量及效率。 

第五，推进核能建设，确保核电在未来 日 

本电力能源结构中的基本比重。因为使用常 

规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核能的措施会急剧 

增加13本在能源安全、经济安全以及环境问题 

等领域的挑战，所以，短期内核能在 日本政治 

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难以改变。⑤鉴于此， 

13本政府试图从三个层面重新改变民众对核 

电的认识。 

其一，民心工程。日本政府竭力转移 日本 

民众对福岛核事故的关注，弱化核安全问题在 

日本社会的敏感性，同时依托所谓的“大局观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使民众能够理解并许可 

核电站的重新运转。 

其二，治理工程。日本政府重新整合了核 

能安全监督与管理机构，组建了新机构“核能管 

制委员会”，并派遣检查团对国内所有停运和运 

行中的核电站进行检测与评估。在此基础上，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积极合作，努力营造有利 

于重启核电站的民意基础及社会氛围。 

其三，政治工程。执政的自民党和安倍政 

府可谓是日本核能再建工程的始作俑者。一方 

面，它们借助各种场合、以不同方式打压“去核 

电”言论，并利用《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保 

守主义倾向较强的媒体，批驳“去核电”的虚伪 

性与不切实际；另一方面，它们利用行政手段进 

行干预，倒逼日本核能产业的重建，并使其成为 

必须接受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经产 

省把20％ ～22％的核电比重目标写入了2030 

年13本能源的中期规划中。⑥ 

① r鼋力 域械闼：自由化促寸役割 老j f朝 日新阁』、2o15 

年4月2日。 

② r地域老越之 柔软 送雷绸；：j『日本经济新同』、2o15 

年 4月3日。 

③ r雷力 柬西融通 2．5倍 }二 原凳 3基分、越境老後押 

Lj『日本经济新朋』、2015年 4月 16日。 

④ 冯昭奎：“2l世纪初国际能源格局及今后的中长期变化： 

兼论 日本能源安全的出路与困境”，《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 6 

期，第 118一I19页。 

⑤ 郑文文、曲德林 ：“后核时代 日本能源政策走向的三方 

动态博弈分析”，《日本学刊》，2013年第 4期 ，第95—96页。 

⑥ r原凳、鼋源 2o～22％I二 缝麈省 3O年案 再生工木 

倍增J『日本经济新朗』、2015年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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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日本政府为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而采取的相关补助政策 

＼＼政策对象 

＼ 家庭 相关企业及地方公共团体 
优惠措 ＼  

1．绿色投资减税(风力发电设备) 

(包括安装 光伏 概要：购置符合可再生能源“固定价格收购制度”相关规定、且在一定规模以上的风力发电设备，在之 

发 电 设 施 在 内 后一年内将上述设备用于相关生产的，则适用于以下的税收减税政策。 

的)家庭 用于节 具体措施： 

约能源改造工程 ①中小企业可将购置费用的7％作为税收抵扣额度； 

的所 需 费 用 的 ②在普通折旧的基础上，允许最高将购置费用的30％计提为特别折旧； 

10％，可抵扣家庭 ③即期折旧(购买费用的 100％转为全额折旧)。 

税收优惠 当年 的所 得税。 2．绿色投资减税(其他设备) 

其中，节能改造工 概要：购置(除风力发电设备以外的)光伏发电设备及新能源设备等、并在之后的一年内将上述设备用 

程的抵扣限额为 于相关生产的，则适用于以下的税收减免政策。 

25万 日元，而安 ①中小企业可将标准购置费用的 7％作为税收抵扣额费； 

装光伏发电设施 ②在普通折旧的基础上，允许最高将购置费用的30％计提为特别折旧。 

的抵扣限额放宽 3
． 与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相关的征税标准的特别措施(固定资产税) 

至35万日元。 概要
：符合可再生能源“固定价格收购制度”规定的发电设备，减免其一定的固定资产税。 

具体措施：从起征固定资产税的三年时间内，将其课税标准降低为应税标准价格的2／3。 

1．安装独立型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补助 

概要：政府对用于家庭消费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不在“固定价格购买制度”认定的设备范围内)，以 

及附带的蓄电池等相关设备的安装费用提供补助。 

具体措施： 

①对地方公共团体等的补助金额不超过总费用的 1／2； 

②对民企的补助金额不超过总费用的1／3。 
补助金 无 

2．提升可再生能源热能利用效率的补助 

概要：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制热及导热设备的购置费及相关工事费用，提供部分补助(补助对象包括太 

阳热能利用、温差能源利用、生物热能利用、生物燃料制造、冰雪热能利用及地热能利用)。 

具体措施： 

①对地方公共团体的补助金额不超过总费用的 1／2； 

②对民企的补助金额不超过总费用的1／3。 

环境及能源对策借贷 

概要：为促进中小企业使用非化石能源、购置(抑或是改造及更新)非化石能源设备，(政府)对设备资 

金提供融资。 融资 无 

①购置太阳热能、风能、温差能源、生物能、冰雪热能、地热、水力等非化石能源设备，适用于优惠利率； 

②购置地热利用设备，适用于优惠利率； 

③光伏发电设备融资利率适用于基准利率。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日本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公布的各种资料编制而成。) 

二、日本电力系统改革的动因分析 

作为二次能源的电力被誉为“经济的血液”， 

而电力系统的改革更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 

个经济系统的运营及安全等可能产生颠覆性的 

影响。因此，尽管其具有强烈的应景性特征，但 

在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政府还是选择了改革电 

力系统之路，其积极导人可再生能源，对核电比 

重进行中长期规划等措施，无一不折射出日本政 

府在这一改革中的主动性与战略作为，同时也表 

明了实施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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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本能源环境的激变导致电力供需 

缺口急剧扩大，威胁其能源系统及经济系统运 

行整体的稳定性。 

尽管无法准确获悉 日本电力的实际需求 

量，但借助发电量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大致知 

晓日本电力供应的紧张程度。比较 2014年度 

与2010年度的发电数据明细(见表3)，仅有火 

力、光伏、生物能的发电量有所增加，且增加幅 

度分别为 1 645亿度、0．84亿度和 2．98亿度。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4年度核能发电量 

为零，较 2010年度降低了2 882亿度，而水力、 

风能等其他形式的发电规模则出现不同程度的 

衰减。藉此，日本发电量大幅减少，而核能发电 

的缺失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为了弥补 

核能缺失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日本政府迫不得 

已增加了火力发电的规模，但这造成二氧化碳 

排放量急剧增加，对自然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 

另外，火力发电的增加仍然无法填补 日本电力 

供需的缺口。由于地域分布的差别，部分地区 

面临着缺电、完全停电的短期“电荒”风险。 

表3 日本发电总量对比表(2010--2014年度) 

(单位：1 000 KWh) 

注：括号中的数据是指火力发电中所包含的生物能及废弃物 

的发电量；差值为2014年度的发电量减去2010年度的发电量。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麈棠省资源工木， 羊一J亍：r鼋力凋查 

统 J、http：／／www．enecho．meti．go．jp／statistics／electric—power／。) 

更为糟糕的是，日本被迫实施“限电”措施， 

对居民生活及企业生产均造成严重影响，直接 

或间接地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进程。日本 

GDP急剧衰减，2011年度出现 1．3％的负增长， 

2012年度、2013年度和2014年度分别仅维持在 

0．1％、1．8％和 1．5％的低水平。① 

此外，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事故对 日本 

电力系统的既有发展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具体 

而言，其一，日本民众对核能承担“基础能源”功 

能的信赖感急遽动摇，导致核能比重大幅衰减， 

能源供给严重不足，并由此推动其他能源获取 

成本的增加，最终增加了中长期电力价格的上 

涨压力；其二，破坏了以价格为调节机制的电力 

供需体系的基本平衡，导致必须依赖抑制需求 

的方式，实现电力供需的“低水平”新平衡；其 

三，日本必须改变电力系统的原有模式，使其符 

合多元化电力供给的要求。② 日本在核事故之 

后，罹患了显著的“核恐惧症”。受其影响，2013 

年，日本暂时停运了国内的所有核电站，并进入 

实质性的“零核电”状态。 

第二，提升能源自给率，确保 日本长期且稳 

定的能源安全。电力是“经济的血液”，为了实 

现稳定的国民生活和经济增长就必须确保廉价 

且稳定的电力供给，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 

“基础电源”。⑧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 日本意识到 

经济的发展必须突破能源“瓶颈”的约束。为 

此，日本调整了经济发展模式，从资源密集型向 

技术密集型转变，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进口能源 

的依赖，并确立了长期稳定且高效的能源发展 

新思路。在此背景下，日本相继推出《新能源开 

发计划》(1974年，又称“阳光计划”)、“月光计 

划”(1978年)、《替代石油能源法》(1980年)、 

《新能源法》(1997年)、《新能源产业远景目标》 

(2004年)、新《能源战略计划》(2010年)等有 

关节能、造能等重要问题的法律及政策。④ 

由此可见，日本希望发展节能环保技术及 

产业，提高单位能源的经济效率，减少能源进口 

① 13本内阁府公布的统计数据。 

② r鼋力三／灭于厶改革尊朗委员会鞭告害J、2013年 2月、 

第5—6页。 

③ r将来 鼋源耩成 安定供给 匕料金抑制力 侵先 J『藐 

壳新朗』、2015年4月 12 13。 

④ 孙巍、刘阳：“13本能源管理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现 

代13本经济》，2015年第 2期，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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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同时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高能源自 

给的能力与比重。尽管两个目标在方式和方法 

上完全不同，但实质 目的却基本一致，都是为了 

提升 13本的能源安全。 

与石油危机不同的是，福岛核事故后的13本 

能源危机可谓是内生性的。尽管如此，日本并未 

改变应对之策，基本延续了石油危机时代的能源 

应对策略，即通过提高能源自给率的方式减少自 

身对石油及天然气等进口化石能源的依赖。为 

此，日本的应对之道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加 

强能源利用技术的研发与升级，摒弃高污染、高 

排放的传统能源利用方式，引入低污染、低排放、 

高效率的新能源利用技术；二是增加对光伏、风 

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扶持与投人，强化 

13本一次能源的获取能力及二次能源的生产能 

力，真正实现“13本能源13本造”的梦想。 

第三，迫于电力能源短缺的现实压力，13本国 

内相关业界逐渐在电力系统改革问题上凝聚共识， 

并形成强大的内生l生动力，迫使政府实施改革。 

“3·11”大地震发生后，受电力能源短缺及 

电价上涨等因素影响，13本国内企业的正常运 

营受到严重影响。由于电力问题产生的弊端， 

13本国内28．1％的制造类企业缩减了生产规 

模，22．8％的同类企业减少了对国内的设备投 

资，14％的同类企业实施裁员，73．7％的同类企 

业因采取节能措施而增加了负担；与此同时， 

65．7％的非制造类企业收益减少，20．6％的同 

类企业缩减了雇佣规模，51．4％的同类企业因 

采取节能措施增加了负担。① 由此可见，尽管 13 

本政府竭力缓解国内电力供需失衡的矛盾，但 

囿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始终难以彻底解决这一 

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内社会对电力 

系统改革的诟病与斥责。 

在此背景下，13本国内企业及主要行业团 

体等以电力系统改革为主题，组成了庞大的游 

说集团，联合对政府施加压力。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是经济团体联合会、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友 

会等13本三大经济团体。 

举例而言，13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指出，为了 

强化电力供应的能力，政府应尽快修改相关规 

定，同时应构建实时反映电力供求平衡情况的 

监控机制。②不仅如此，为了增强13本企业的竞 

争力，政府更应制定中长期的能源政策，确保中 

长期电力的稳定供给。③ 13本商工会议所认为， 

电价上涨与电力供需失衡直接威胁 13本国内中 

小企业的发展。若电价持续攀升，则许多中小 

企业将被迫关张。④为了确保电力的稳定供给、 

遏制生产成本上升，13本政府应重启核电站。⑤ 

此外，13本经济同友会还专门发表题为“消费者 

眼中的电力系统创新”报告，督促政府实施电力 

系统改革，并对改革的路径及前景进行主动规 

划及设计；不仅如此，这一报告更尖锐地指出， 

电力供给应像其他产业一样，通过促进竞争加 

速创新，以孕育新的市场需求。⑥ 

另外，13本国内的相关企业及研究机构也 

成为游说电力系统改革的“生力军”。日本瑞穗 

综合研究所指出，必须做好制度设计及周密准 

备，以便具体落实电力改革措施。⑦从中长期来 

看，13本应通过电力系统改革，构建多元化的电 

源供给体系，以适应稳定性(Energy Security)、 

经济性(Economy)、环境性(Environment Conser- 

vation)和安全性(Safety)，即所谓“3E+s”的能 

源发展要求。⑧ 

由是观之，13本的企业界、经济团体以及研 

究机构等在电力系统改革问题上业已形成意见 

① 日本经济团体违合会：r霉力了灭 I：阴寸为紧急7’、／ 
一  结果j、2014年 5月28日、第 2页。 

② 13本经济团体遵合会、日本劣恸组合鲶迪合会：r今夏 

雷力需给对策I=盟亨为 使 取 I)组 括土 政府 紧急提 

言J、2011年 4月 27日、http：／／www．keidanren．or．jp／'policy／2011／ 

039．html。 

③ 日本经济团体连合会 ：r今夏 鼋力需给对策；：l；目寸为7， 

、／ 一 结果6二，)0、 j、2011年 10月21日、第 8页。 

④ 日本商工会 所：r夏季 鼋力需给 梭衽灭夕一 日 

商加岛委具参加j『日商二l一灭』、4／11号、2013年4月 12日、 

http：／／www．jcci．or．jpnewsjcci—news-0412t72157．html。 

⑤ 日本商工会鬣所：r政府忙土为今夏 鼋力需袷对策I：一) 

、 (罔村会顶 、／ ) 、2012年 5月 18日、http：／／www．jcei． 

or．jp／recommend／eomment／2012／0518152146．html。 

⑥ 日本经涛同友会：r需要者 祝点 鼋力 天于厶 ／， 

一 j’／J、2011年 11月 18日、第 2页。 

⑦ 内藤兽介：r鼋力 叉于厶改革J『办守4王lJ廿一手』、 

l王鲶合研究所、2013年 6月、第 l3页。 

⑧ 内藤苦介：[-2020年r鼋力 自由化J 交鳝亨为期待 E惑 

念J、办亨}夏缝合研究所、2015年4月7日、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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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彼此均对包括电力供需失衡等在内的日 

本能源问题表示担忧，并督促政府尽快制定并 

落实相关改革措施，解决这一现实矛盾。 

第四，依托电力系统的改造，为新一轮的产 

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创造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三 

个层面。 

其一，电力系统的改革是引领Et本灾区重 

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工程。全球金 

融危机之后，日本产业政策的重点是发展新兴 

及战略性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电动汽车及氢能 

源汽车、新能源、机器人、诱导性多能干细胞 

(iPS干细胞)等高精尖产业。①显然，上述产业 

的发展基本可以摆脱能源“瓶颈”的约束，并有 

利于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减少对石油、煤炭等传 

统能源的依赖。另一方面，按照日本政府的设 

想，福岛地区是 日本灾后重建的重中之重，为 

此，将在灾区扶植以机器人、可再生能源为代表 

的高科技领域研究和新产业的发展，推动灾区 

的整体复兴。②这样一来，日本国内的灾区重建 

与产业结构升级可以结合在一起，二者相互助 

力、协同发展，共同促进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 

其二，电力系统改革引发相关产业的兴起 

与发展，有助于扩大日本经济的战略纵深，并为 

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转型创造足够大的 

市场规模和发展空间。实际上，经历20世纪7O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国内产业发展 

的主要特征就由原来的“重、厚、长、大”急速转 

变为“轻、薄、短、小”。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内 

相关产业不断依托政策扶持与技术革新，在节 

能环保领域积累了丰厚的竞争优势。此后，日 

本实现了国内能源供需的基本平衡，有效促进 

了日本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然而，2011年突 

发的福岛核事故再度令 日本遭遇意料之外的 

“能源危机”，甚至一度引发前所未有的“电 

荒”。面对这一窘境，日本意图借助新能源产业 

的发展及相关产业的联动“转危为机”，为日本 

产业的结构性调整以及日本经济的整体性复苏 

创造契机，从根本上缓解甚至解决长期困扰 日 

本经济的电力问题。为此，日本政府鼓励企业 

积极参与新能源产业及节能环保产业的开发与 

利用，并且鼓励社会资本及公共资本参与相关产 

业的投融资活动。以日本企业设备投资的变动 

趋势为例，2011年和 2012年，Et本中小企业以 

“节能”为 目的的设备投资同比分别增加了 

58．1％和 89．9％，⑧凸显 了这一理念 的经济 

效应。 

受此影响，Et本光伏发电设备的产量出现 

井喷式增长。2014年度(2014年4月—2015年 

3月)日本国内生产的太阳能组件出货量高达 

9 872兆瓦，同比增长 14％，自2011年以来连续 

四年稳步增长，其中日本企业生产的太阳能组 

件为6 766兆瓦，约占国内总产量的七成。④另 

外，再以海上风力发电为例，100万千瓦规模的 

相关设备投资能为 日本带来接近400亿 日元的 

GDP拉动效应(假设相关设备的El本国产化率 

达到80％)。⑤因此，日本风力发电协会专门向 

日本政府建议，为实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 

达30％的目标，风力发电总量应提高至3 620万 

千瓦，使其占日本总发电量的8．5％左右。⑥不 

难想象，大批量风电设备及技术研发的投入，不 

仅有利于相关产业的规模性扩张及经济效益的 

增长，更有助于日本在风电领域获取核心技术 

的新突破。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电力系统改革 

的稳步落实，日本国内的新能源产业将逐步走 

向成熟并形成规模效应；同时，在部分产业领 

域，日本企业依托核心技术优势，将逐步占据产 

业链的上游，并积聚较强的竞争优势。 

其三，推动相关科技创新向纵深拓展，并实 

① 陈友骏：“论‘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日本学刊》， 

2015年第2期，第83—84页。 

② 首相官邸：r安倍内朝纶理大臣 者会兄j、2015年 3月 

10 日、http：／／www．kantei．go．jp／jp／97一abe／statemen 2Ol5／ 

0310kaiken．html。 

③ 株式会社 13本政策金融公庳 鲶合研究所：r第 l11回中 

小裂造桨彀侑投资勤向调查 ·要约版：2014年度修正 画(9月 

调查)j、2014年 1O月 22日、第4贾。 

④ 一般社团法人 太 光凳鼋协会：r 13本I二挡c于弓太隰露 

池出荷统补：2014年度第 4四半期及 2014年度j、2015年 5月 

21日、第2、5页。 

⑤ 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凰力凳露协会：r凰力凳鼋撙人掂大 

I：髑寸 否紧急提言j、2015年 4月 17 日、http：／／jwpa．jp／pdf1 

2015．04．27kinkyuuteigen2030．pdf。 

⑥ 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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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与其他部门领域的互动发展。全球金融危机 

之后，新技术、新产业正在成为世界各国激烈竞 

争的制高点；与此同时，在政府与市场的共同推 

动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战略性新兴产 

业不断涌现。①其中，电力产业的科技进步与技 

术创新，不仅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 

还涉及生物技术、海洋技术、智能制造、科学流 

通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13本政府敏锐地捕 

捉到了这一产业发展的现实趋势，希望以新兴 

电力产业为其产业政策的重要切人点，扩大 13 

本整体产业的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力。 

为了更好地辅助国内发电和输配电设施及 

整个电力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日本政府甚至将 

ODA(政府开发援助)项 目编人相关议程，希冀 

借助扩大对外出口及海外市场需求，实现 13本 

国内电力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例如， 

2015年5月，日本外务省宣布向印度提供总额 

为217．87亿的日元贷款，主要用于印度东部奥 

里萨邦的输电网及变电站设备建设。② 除此之 

外，13本外务省、经产省和环境省等更是联合制 

定了“积极应对地球变暖问题的外交战略”，提 

出“为了进一步加强 日本在环境和能源领域的 

传统优势及技术革新，日本政府及民间资本将 

在五年时间内增加相关领域的国内投资 1 100 

亿美元”。③ 由是观之，13本政府可谓是“倾囊而 

出”，利用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甚至是外交政策 

等资助国内电力产业的改革与发展。 

三、日本电力系统改革的发展趋势 

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迫使 日本被动性地改 

变了既定的能源战略，也引致13本电力系统改革 

的进程加速推进。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在电 

力系统的改革中扮演了积极且重要的角色，其通 

过行政干预及政策引导等若干措施，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电力供需失衡矛盾。 

第一，日本将借助电力能源(二次能源)的 

系统性改革，加速煤炭、石油、天然气、光伏、风 

能等一次能源的多元化发展，进而缓解 13本一 

次能源外部供给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给能力有限 

的沉重压力。2013年度(2013年4月_2014年 

3月)日本能源自给率仅为8．6％。如果把核能 

视为进口能源，日本的能源 自给率则下跌至 

8．3％。与此同时，2013年度13本对化石能源的 

依存度攀升至92．4％，其中对石油的依存度维 

持在45％左右的水平。④个位数的能源自给率 

与超过九成的化石能源依存度，无疑会增加 日 

本对包括电力能源在内的整体能源安全的担 

忧，也将进一步促使其持续扩大对光伏、风能等 

可再生能源的关注程度及开发力度。 

另一方面，由于光伏、风能、地热能等可再 

生能源受到天气条件的较大制约，亦无法实现 

全天候的稳定供给，因此，利用这些一次能源进 

行发电的范围及条件就受到了限制，短期内难 

以使其升格为“基础能源”。⑤更为棘手的是，可 

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容易产生复杂多变的 

矛盾。例如，生物能源的开发易与食物、饲料的 

生产等发生竞争关系；水利开发与利用容易造 

成对河流环境的破坏，同时影响相关区域的农 

业用水；风力开发易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同时也 

会产生噪音问题；地热能源的利用阻碍温泉设 

施的开发，并可能破坏 自然景观。⑥ 因此，尽管 

开发与利用可再生能源有助于13本提高能源自 

给率，缓解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风险，但这一 

效果的充分显现仍需较长的时间。 

① 隆国强：“新技术 、新产业成为国际竞争制高点 全球新一 

轮科技创新风起云涌”，《人民日报》，2015年 5月22日。 

② 日本外磅省：r／f Fc：对寸为罔借款忙阴寸为害简 交 

换J、2015年 5月 17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 

lease／press4_ 002122．html。 

③ 日本外磅省、疑济麈桨省、瑕境省：rACE：Actions for cool 

Earth(美L 星 行勤)J(攻幻 地球温暖化外交戟略)、2013 

年 11月。 

④ 日本经济麈棠省资源工木， 一JI宁：r平成25年度(2013 

年度)工木，L， 一需给突绩老取 I)圭巴幻未 L允(碓鞭)J、2015 

年4月14日、第 8页。 

⑤ 按照2014年4月 11日日本政府通过的《能源基本计划》 

中所述的定义，“基础能源”是指发电成本低廉、运转稳定，且昼夜 

不问断、持续供应的电源。具体包括地热、水力、核能和煤炭等。 

具体内容参见 日本经济麈柴省：『工丰， 芊一白害2014J、2014年 

6月、第 106页。 

⑥ 蟓越由郁：r再生可能工丰，L，芊一普及促遣【：向c于 展 

望：普及l二向c_于 克服寸 善裸题 梭封J『 }i政策 ’／廿 

』、 守I王缝合研究所、2011年 7月25日、第 8、l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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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本政府将进一步强化电力系统的 

管控能力和统筹能力，实现其对 日本电力产业 

及相关能源产业的“政治”领导。 

日本政府已经通过不同方式逐步加强了对 

电力公司的管控。以促进新能源发电为例， 

1997年，日本就已专门制定了《关于促进新能源 

利用的特别措施法》。2003年4月，日本实施了 

“促进电力公司利用新能源的相关法律”，规定 

2010年度新能源发电量应达到2003年度的3．7 

倍，即 122亿 千瓦，相 当于 总销售 电量 的 

1．35％。①藉此，日本相关电力公司的新能源发 

电业务必须接受强制性指标，而日本政府也随 

之加强了对电力公司的制约和引导。 

此外，日本政府从制度层面人手，依托对相 

关法律的修订与完善，从根本上瓦解了强大的 

电力利益集团对抗政府及相关政策的能力。 

2015年6月新修订的《电气事业法》规定，2020 

年4月之前，日本大型电力公司必须剥离输电 

和配电部门。这实则破除了大型电力公司对 日 

本电力市场的传统垄断，并有效促进了市场因 

素融人日本电力能源系统的改革。不仅如此， 

日本政府还竭力赋予新能源企业进入电力行业 

的机会，保障此类企业与大型电力公司展开平 

等竞争的权利。显然，这些举措的出台表明了 

日本政府支持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及相关投 

资的决心与意图，也有助于日本政府的指令性 

政策能更直接、更高效地传导至整个电力能源 

系统。 

第三，市场化调节电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实 

现电力能源供求结构长期且稳定的平衡发展。 

“稳定和廉价的能源供给是 El本经济界的生命 

线，但考虑到国际市场化石能源价格的非稳定 

性因素以及碳税的逐步开征，化石能源并不符 

合日本经济界的长期利益，核危机后的能源政 

策若想得到日本经济界的支持，帮助经济界走 

出能源困局才是这一政策的根本”。②以此为背 

景，日本政府积极扶持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 

并通过相关政策的引导与市场化操作，力求在 
一 定时间内实现低价且自给的能源供给，尤其 

是廉价的电力能源供给。不仅如此，日本政府 

更希望以此为基础确保日本“长期、稳定、低成 

本”的电力自给。⑧ 

第四，在确保电力供给稳定的条件下，逐步 

提升二氧化碳的减排标准，同时在国内产业内 

部落实有效、有序的减排步骤，扩大相关产业在 

节能减排问题上的领先优势。日本政府将力争 

到2030年日本二氧化碳排放量较 2013年减少 

26％。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日本亟须对包 

括能源产业在内的国内所有产业进行结构性调 

整及升级，而电力系统的改革正式揭开了这一 

系统工程的帷幕。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规划 

自身产业方展方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 

调整政策的具体过程中，始终把约束性的资源 

和能源条件考虑在内。而且，为了应对此重大 

课题，日本希冀借助节能减排这一重要桥梁，促 

使能源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形成互助性的优势 

发展，进而推动日本整体产业的结构调整与转 

型升级。而从中长期来看，日本依然希望摆脱 

环境与资源问题以及人口问题的制约，实现“脱 

离资源的发展型国家”模式。④ 

尽管日本政府就国内电力系统改革制定了 

周密的计划和具体政策，但这一改革工程过于 

庞大，且涉及日本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各个 

层面，因此，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和落实难度。 

第一，日本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始终制约 

其电力系统改革的实际进程。尽管在这一重大 

改革问题上，日本政府不断努力塑造 自身的主 

导者和驱动者形象，并希冀以此为范本，构建政 

治引领经济的新政经格局。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一改革的实质进程仍主要取决于政治与经济 

妥协的结果。质言之，日本的政治依附于经济， 

其政治格局及政策意志等严重受制于经济界的 

① 再卞I王鲶合研究所调查本部：『新工木， 一凳鼋 现状 

匕今後 事檠瑗境j r 守c IJ求一 I-』、办 ci鲶合研究所、2003 

年 7月29日、第 1、l9页。 

② 郑文文、曲德林：“后核时代日本能源政策走向的三方动 

态博弈分析”，《日本学刊》，2013年第4期 ，第 104页。 

③ 日本经济麈桨省资源工丰，L， 一厅：r更 为再生可能工 

丰， 芊一 撙人掂大l：向c于允政策 方向性I：，) 、 J、2015年4 

月 14日。 

④ 屯 <9政策惩谈会 ：r屯 <9国家戟略 a’／ 

(要约版)j、2005年 l1月、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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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想法。因此，电力系统改革进程的过快与 

过激都将引发经济界的反弹、甚至是反对，并形 

成经济界与政治界相互对抗的态势，阻碍这一 

改革进程。日本政府过去已实施的诸多改革措 

施及经济政策表明，与其说其主动制定并实施了 

这些政策，毋宁说它实则满足了日本经济界的现 

实需求，其被动性地成为政策的发布者和执行 

人。因此，“经主政从”的传统体制及政经妥协的 

最终结果将决定日本电力系统的改革进程。 

第二，日本电力系统改革将长期受制于其能 

源结构发展的客观现实。电力系统改革虽然能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日本一次能源的多元化发展， 

并缓解其二次能源供给不足的压力，但却无法从 

根本上改变其“一次能源主要依赖进口”的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后者更决定了日本获取二次能源 

的方式、渠道及规模。因此，日本未来电力能源 

的安全问题仍主要取决于外部环境的稳定性，而 

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国际价格波动 

仍是威胁日本电力系统稳定运营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尽管 日本政府竭力在国内推广 

并扶持可再生能源发电项 目，但投入成本过高 

始终是制约后者发展的掣肘因素。根据日本地 

球环境产业技术研究机构的演算结果显示，随 

着可再生能源在日本整体能源结构中所占比重 

的扩大，其发电的平均单位成本逐级递增。此 

外，若要使日本发电成本在2030年保持在最低 

位，则最优的能源结构组成应包括25％的核能、 

25％的煤炭和 15％的可再生能源；而与其相对， 

发电成本最高的能源构成中却含有 30％的可再 

生能源比重。① 由此可见，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 

的增加无疑会引致日本平均电价的上涨及整体 

能源成本的上升，这对于日本国内的大多数企 

业，尤其是部分濒临生存极限的中小企业而言， 

根本是无法接受的。 

据日本商工会议所对中小企业会员的调查 

显示，约 90％的被调查对象可接受的电价涨幅 

在每度电3日元以内，其中，8l％的被调查对象 

表示电价涨幅不能超过每度电2日元，57％的 

被调查对象只能接受每度电 1日元以内的涨 

幅，甚至还有部分中小企业表示“已无力承受当 

前的电价水平”。②鉴于此，为了维持以广大中 

小企业为代表的日本企业的经济利益及生存条 

件，以经团联为首的 163个行业团体联名“上 

书”日本政府，公开表示能源价格猛增导致用电 

成本增加约四成，阻碍了日本产业的正常运营 

与发展。不仅如此，在一些耗电较高的行业，业 

已出现减产、停产甚或企业外移的情况。③从这 
一 政策建言中可以解读出，日本国内多数企业 

已难以承受现有的用电负担，更难以接受因可 

再生能源发电比重增加而产生的新增用电成 

本。显然，这不利于日本能源结构的变革与改 

善，也将有碍于日本电力系统的改革进程。 

第三，日本电力市场 自由化的目标或长期 

难以实现。实际上，实现电力市场的完全 自由 

化必须满足多个重要条件，如发电、输电、配电 

业务的完全分离；电力零售业务的“零门槛”准 

人；打破电力市场传统的垄断结构，维护各竞争 

主体之间的平等性等等。而反观 日本国内的电 

力布局，它实际是以地区为单位，且共分为十个 

大区，每个大区设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大型电力 

公司。这样一来，日本的电力系统就被包括东 

京电力、东北电力、关西电力等十大电力公司完 

全垄断。一直以来，日本各大型电力公司均得 

到地方及中央政府的财力及政策支持，积累了 

雄厚的垄断资本。这些电力公司的业务范围基 

本覆盖了地区内的发电与输配电等各个环节， 

它们还借助注入资本、购买股权等方式，对区内 

其他相关的电力企业实施“遥控指挥”。 

另一方面，尽管经产省下属的咨询机构“电 

力系统改革专门委员会”对日本电力系统改革提 

出了“三步走”的具体实施步骤，并明确要求到 

2020年实现输配电部门的分离，但并没有就如何 

打破大型电力公司对日本电力行业的实际垄断 

给予任何解释。④更为吊诡的是，经历“3·l1” 

① 地球瑕境麈棠技衍研究横横：r工木， 芊一三、y夕灭 分 

析 温室劾果 灭排出兄通 L J、2015年3月31日、第 14—15页。 

② 同①，第 16页。 

③ 日本经济团体连合会：r地球温暖化对策税 使途掂大等 

c：反蚶寸为J、2015年 ¨ 月9日。 

④ J雷力 叉于厶改革尊门委员会鞭告害j、2013年2月、 

第50—52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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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事故之后，Et本东京电力公司实际已濒临破 

产，但日本政府仍源源不断地对其进行资金扶 

持和政策援助，使其维持正常运转。由此可见， 

日本的大型电力公司对地方及中央政府具有强 

大的政治影响力，而打破其对电力行业的垄断状 

态是不可逾越的政策红线。鉴于此，这一传统电 

力产业格局的长期存在势必会阻碍其他企业或 

资本进入日本电力行业，更将阻碍电力市场改革 

的自由化进程，使 日本整个电力市场长期处于 

“被垄断”的状态。对于这一现实问题，日本国内 

的智库及研究机构均表示强烈的不满。①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拘 

囿，中短期内，日本国内的电力能源结构仍将呈 

现明显的东西隔离式格局。这样一来，日本国 

内可能产生的市场化供电机制，也将仅限于国 

家内部次区域层面的价格竞争机制。尽管这在 
一 定程度上抑制了地区性电价垄断现象的发 

生，但却难以形成覆盖日本全境的电力能源 自 

由化产配送体系，更难以促成日本全国一体化 

的电力价格竞争机制。 

Japan’S Power System Reform in 

CHEN Youjun 

编辑 肖 琳 李 亚 

(1．Shanghai Institutes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Shanghai 200233，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sudden changes in Japan’S energy environment have led 

to rapid expansion of its power's supply and demand gap．Against such backdrop，Japanese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accelerate the reform of its power system，with the hope of improving energy self-sufficiency and 

promoting a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For these reasons，Japanese government 

has alre~y promo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in power system by various measures，such as amending 

and improving relativ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establishing new management and coordinative institution， 

and developing diversified generating mode．In view of this，development trend of Japan’s power system will 

have new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diversified development，increasing market factors，governmental cen— 

tralized management，enhanced governmental coordination and stronger linkage between power system and 

relativ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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