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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financial data of a regional power company was used to calculate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electricity prices of shared network project and financial figures in the planning period in case of 
different depreciation rates. Through detailed impact analysis of different depreciation method on transmis-
sion and distribution price, corresponding qualitative conclusions were drawn an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were also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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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某地区电力公司数据为基础，通过测算在不同定价折旧率情况下，规划期公司共用网
络输配电价及财务指标，来分析在不同的折旧方式下，定价折旧率对输配电价的影响，得出相应的定
性结论，并给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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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成本是价格的基础，作为固定资产价值回收主要手

段的折旧是会计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折旧对价格

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电网属于自然垄断环节，其价格

受到政府部门的管制。不同的资产定价折旧政策，对共

用网络工程输配电价水平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电

价水平，不但关系到电网公司的经营和发展，而且会影

响到社会公众的生产生活。因此，很有必要对“定价折

旧是如何对共用网络工程输配电价水平产生影响的”这

一课题进行研究。 

2 测算内容与参数 

2.1 测算任务与方法 

根据《电价改革实施办法》（发改价格[2005]514

号）规定，对共用网络输配电价采用成本加收益的方法

进行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准许收入＝准许成本＋准许收益＋税金 

输配电价＝准许收入/年输（售）电量 

折旧主要用于补充资本金和归还贷款。针对折旧使

用的方式不同，可分以下三种情况进行测算： 

1）折旧首先用于资本金，即当净利润占动态投资

不足 20％时，当年折旧优先补足资本金，剩余折旧用于

还贷。  

2）折旧先用于还贷，即当年折旧优先用于还贷，

剩余折旧用于资本金。 

3）折旧按比例分别用于还贷和资本金，本文以折

旧的 10％用于资本金、折旧的 90％用于还贷为例。  

折旧还贷后是否有剩余的处理方法如下： 

1）当折旧还贷后剩余时，剩余部分折旧仍用于资

本金； 

2）当折旧还贷不足时，可采用三种方法处理：方

法 1，对不足部分不作处理；方法 2，采用借短贷还长

贷的方式处理还贷不足，这部分短期借款的利息计入准

许收益；方法 3，采用增加还贷利润的办法处理还贷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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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测算的相关参数 

定价折旧率取三组数值，考察不同定价折旧率条件

下，对输配电价和公司财务的影响。 

方案 1：采用综合定价折旧率。输电折旧率取 3%，

配电折旧率取 5%，测算 A 地区电力公司输电资产（500

千伏输变电）占总资产的 20％，配电资产占 80％。所

以测算该地区电力公司综合定价折旧率为 4.6%。 

方案2：根据A地区电力公司T年实际财务折旧率，

取 5.7%。 

方案 3：取 7％。 

具体测算参数见表 1 和表 2。 

 
Table 1 Measurement parameters of transmission and distri-

bution prices 

表 1 输配电价测算参数 

基本参数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说明 

1、定价折旧率 4.60% 5.70% 7.00% 
以固定资产原值

为基数 

2、材料费率 0.48% 0.48% 0.48% 
以固定资产原值

为基数 

3、修理费率 1.11% 1.11% 1.11% 
以固定资产原值

为基数 

4、其它费用率 3.52% 3.52% 3.52% 
以固定资产原值

为基数 
5、人均年工资

增长率 
8.91% 8.91% 8.91%  

6、权益资本成

本率 
8.12% 8.12% 8.12%  

7、长期贷款利

率 
6.12% 6.12% 6.12%  

8、短期贷款利

率 
5.58% 5.58% 5.58%  

9、所得税 33% 33% 33%  

10、增值税 17% 17% 17%  

11、城建及教育

附加 
10% 10% 10%  

12、流动资产比

例 
1% 1% 1% 

以固定资产原值

为基数 

 
Table 2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investment and sales 

forecast in the region of A during the planning period of Grid 
Corporation 

表 2  A 地区电网公司规划期内输配电投资和售电量预测 

项目 单位 T+1 年 T+2 年 T+3 年 T+4 年 T+5 年 T+6 年 T+7 年

投资 亿元 20 22 23 23 23 23 23 

售电量 亿千瓦时 375.0 400.0 431.7 465.9 502.7 542.4 585.3

 

3 资产定价折旧率对输配电价水平影响的测

算分析 

3.1 折旧首先用于资本金条件下定价折旧率对输

配电价总水平的影响 

折旧首先用于资本金条件下，当定价折旧率取

4.6%，资本金比例达到 20％时，剩余折旧还贷不足，

分别采用三种方法处理时的公用网络输配电价有一定

差异。当定价折旧率取 4.6%、5.7%和 7%时，共用网络

输配电价计算结果见表 3。 

 
Table 3 The predicted results of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price under the programs(including tax) Unit: yuan / 1000 kwh 

表 3 各方案下输配电价预测结果（含税）单位：元/千千瓦时 

方案
T+1
年

T+2 年T+3 年T+4 年 T+5 年 T+6 年 T+7 年
平均

值

贴现

值

方

法
1

95.98 100.08 102.30 104.40 105.93 106.69 106.75 103.67103.24

方

法
2

96.19 100.55 103.03 105.34 107.03 107.90 108.02 104.57104.09
折旧

率＝
4.60%

方

法
3

101.44 107.32 110.01 111.36 111.92 111.69 110.83 109.62109.28

折旧率

＝5.70%
102.09 105.92 107.74 109.40 110.47 110.77 110.39 108.50108.17

折旧率

＝7.00%
109.32 113.06 114.70 116.15 116.95 116.94 116.21 115.07114.81

 

首先分析定价折旧率为 4.60%时，三种方法的输配

电价。由表 3 可以看出，方法 1 的输配电价水平最低，

其次为方法 2，方法 3 的输配电价水平最高。这是因为

方法 1 没有对还贷不足进行处理，方法 2 采用借短贷还

长贷的办法，准许收益中增加短期贷款利息；方法 3 则

直接增加还贷利润，并且还贷利润要远远大于借短贷的

利息，所以在定价折旧率相同的情况下，方法 1、方法

2 和方法 3 的输配电价水平依次升高。 

当定价折旧率为 4.60%时，采用方法 2 计算的输配

电价，和其他折旧率下输配电价水平进行比较。由表 3

可以看出，当折旧满足还贷要求时（折旧率为 5.7%和

7%），折旧率越高，则输配电价水平越高。 

当折旧不足以还贷时，在考虑借短贷还长贷处理折

旧不足还贷的情况下，其输配电价水平比定价折旧率

高、满足折旧还贷要求时的输配电价水平高。 

其原因在于： 

1）当折旧满足还贷要求时，由于折旧率提高，一

方面将增加折旧费而提高准许成本，另一方面将降低有

2010 The Second China Energy Scientist Forum

978-1-935068-37-2 © 2010 SciRes.667



 
 

 

 

 

 

效资产而降低准许收益，不过准许成本的提高将大于准

许收益降低，因而准许收入随着折旧率的提高而提高，

相应输配电价也提高。 

2）当折旧不足以还贷时（如折旧率为 4.6%），影

响输配电价水平的因素分析如下： 

此时的折旧率较低，准许成本也较低；折旧率较低，

使得有效资产提高，从而提高准许收益；同时，借短期

贷款偿还长期贷款，短期贷款产生的利息计入准许收

益，也使得准许收益提高。 

但由于准许成本的降低将大于准许收益的提高。因

此准许收入较低，相应输配电价也较低。 

当折旧率为 4.60%时，取方法 3 和其他折旧率下输

配电价水平进行比较。由表 3 可以看出，用还贷利润处

理折旧不足还贷条件下，在采用折旧率低、不满足折旧

还贷要求的折旧率（比如 4.6%）有时比定价折旧率高、

满足折旧还贷要求的折旧率（比如 5.7%）的输配电价

水平还要高；但有时比定价折旧率高、满足折旧还贷要

求的折旧率（比如 7%）的输配电价水平低。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在满足资本金需求的条

件下（20%），折旧率 4.6%时的折旧额不能完全偿还全

部贷款，准许收益中需要增加还贷利润，从而提高准许

收入，其结果是有时比高折旧率的准许收入还高。因此，

当考虑还贷利润时，即使折旧率较低，其输配电价也可

能比高折旧率时的要高。 

当还贷不足时，如果采用还贷利润的方法处理，其

电价水平较高，不利于企业提高效率，也损害了消费者

的利益，所以建议不采用此种方法。 

如果在没有还贷利润的情况下，企业必将借短期贷

款来偿还长期贷款，为了弥补由于折旧率较低，企业需

要额外支付的短期贷款利息，在计算准许收入时，推荐

将此部分利息计入准许收益。 

所以在还贷不足的情况下，建议采用借短贷还长贷

的方法处理。 

3.2 折旧首先用于还贷条件下折旧率对输配电价

总水平的影响 

折旧首先用于还贷条件下，，当定价折旧率取 4.6%，

资本金比例达到 20％时，剩余折旧还贷不足，分别采用

三种方法处理时的公用网络输配电价有一定差异。当定

价折旧率取 4.6%、5.7%和 7%时，共用网络输配电价计

算结果见表 4。 

 
Table 4 The predicted results of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price under the programs(including tax) Unit: yuan / 1000 kwh 

表 4 各方案下输配电价预测结果（含税）单位：元/千千瓦时 

方案
T+1
年

T+2 年T+3 年T+4 年 T+5 年 T+6 年 T+7 年
平均

值

贴现

值

方

法
1

95.98 99.88 101.84 103.68 105.03 105.67 105.69 102.99102.60

方

法
2

95.98 99.88 101.84 103.68 105.06 105.83 105.98 103.08102.68
折旧

率＝
4.60%

方

法
3

95.98 99.88 101.84 103.68 105.93 108.94 109.58 104.36103.79

折旧率

＝5.70%
102.09 105.92 107.74 109.40 110.47 110.77 110.39 108.50108.17

折旧率

＝7.00%
109.32 113.06 114.70 116.15 116.95 116.94 116.21 115.07114.81

 

首先分析折旧率为 4.60%时，三种方法的输配电价。

T+1 年至 T+4 年折旧满足还贷要求，所以三种方法输配

电价相同，T+5 年至 T+7 年折旧还贷不足，方法 1、方

法 2 和方法 3 的输配电价水平依次升高。理由和第 1 小

节相同。 

当折旧率为 4.60%时，取方法 2 和其他折旧率下输

配电价水平进行比较。由表 4 可以看出，在考虑借短贷

还长贷处理折旧不足还贷的情况下，则定价折旧率高、

满足折旧还贷要求的折旧率比定价折旧率低、不满足折

旧还贷要求的折旧率，其输配电价水平高。 

3.3 折旧按比例分别用于还贷和资本金条件下折

旧率对输配电价总水平的影响 

折旧按比例分别用于还贷和资本金条件下，当定价

折旧率取 4.6%，资本金比例达到 20％时，剩余折旧还

贷不足，分别采用三种方法处理时的公用网络输配电价

有一定差异。当定价折旧率取 4.6%、5.7%和 7%时，共

用网络输配电价计算结果见表 5。

 
Table 5 The predicted results of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price under the programs(including tax) Unit: yuan / 1000 kwh 

表 5 各方案下输配电价预测结果（含税）单位：元/千千瓦时 

方案 T+1 年 T+2 年 T+3 年 T+4 年 T+5 年 T+6 年 T+7 年 平均值 贴现值 

折旧率＝
4.60% 

方法 1 95.98 99.92 101.98 103.95 105.43 106.19 106.31 103.31 1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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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 96.03 100.06 102.26 104.41 106.07 107.04 107.36 103.86 103.40 

方法 3 97.21 102.50 105.87 109.00 111.37 112.73 113.24 108.19 107.53 

折旧率＝5.70% 102.09 105.92 107.74 109.40 110.47 110.77 110.39 108.50 108.17 

折旧率＝7.00% 109.32 113.06 114.70 116.15 116.95 116.94 116.21 115.07 114.81 

 

当定价折旧率为 4.60%时，折旧还贷不足，方法 1、

方法 2 和方法 3 的输配电价水平依次升高。 

当折旧率为 4.60%时，取方法 2 和其他折旧率下输

配电价水平进行比较。由表 5 可以看出，在考虑借短贷

还长贷处理折旧不足还贷的情况下，则定价折旧率高、

满足折旧还贷要求的折旧率比定价折旧率低、不满足折

旧还贷要求的折旧率，其输配电价水平高。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4.1.1 定价折旧率对共用网络工程输配电价格的影响 

1)如果折旧满足还贷要求时，定价折旧率越高，输

配电价水平也越高。 

2)如果折旧不满足还贷要求时： 

在考虑借短贷还长贷的情况下，其输配电价水平比

定价折旧率高、满足折旧还贷要求时的电价水平低。 

在考虑还贷利润的情况下，其输配电价水平则可能

比定价折旧率高、满足折旧还贷要求的折旧率方案的输

配电价水平高。 

4.1.2 其他结论 

当共用网络定价折旧率采用会计折旧率的情况下，

输配电价水平和该电价水平下的财务状况比较平稳，有

利于电网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4.2 建议 

4.2.1 定价折旧率的选择 

建议共用网络定价折旧率的取值要满足投资还贷

和资本金筹集的要求，要能够促进电网的可持续发展。

建议可以采用目前电网经营企业以分类资产为基础的

会计折旧率或综合折旧率，这样也便于和当前的财务会

计政策接轨。 

4.2.2 折旧使用方式选择 

建议在核定输配电价时，折旧的使用要首先满足电

网发展所需资本金要求，然后剩余折旧用于还贷。采用

这种方式有利于保证电网发展要求，有利于电源与电网

的协调发展，也有利于改善电网公司的经营状况。 

4.2.3 折旧还贷不足处理方式 

在核定输配电价时，当定价折旧率不能满足还贷要

求时，建议采用借短贷还长贷的方法处理，短期贷款的

利息要计入准许收益，通过电价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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