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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金融渠道的多样化发展，金融服务能力的不断提高，金融保障已成为提高能源企业运营效率，推动电力企业
高质量发展，促进实体经济有效运行，强化能源与金融合作的支撑力量。电力企业的融资过程，最重要的就是对资产和资金

流动性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估，制定未来的投融资发展计划，确保企业稳健运营。

Abstract: With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channels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 capacity, 
financial security has become a supporting force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energy enterprises,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wer enterprises, promote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strengthen energy and financial coopera-
tion. In the financing process of power enterprise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evaluate the assets and 
capital liquidity, formulate futur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development plans, and ensure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关键词：金融；电力企业；稳健运营

Keywords: finance;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 stable operation

DOI: 10.12346/emr.v4i1.5318

1 电力企业运营现状

1.1 金融信息及时性需要提高
电力企业在所属地基本属于大型甚至是特大型的企业，

面对社会各层级、各行业的单位和部门，各类综合信息较多。

企业各部门由于自身工作繁重，在收集、汇总各类信息时，

会出现整理不完整、更新不及时的情况。导致在实际运营管

理时出现了数据偏差的现象，无法确保实现低融资成本和有

效融资。电力企业通过合理应用供应链金融模式，能够确保

融资成本的有效降低，有效统一其物流和资金流，确保融资

便利性。但是针对中国电力企业发展现状而言，供应链金融

模式的应用还存在很大程度的不足。实际上，金融保障策略

涉及企业内的多个部门。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各部门之间

的协调不顺利，导致金融信息收集和更新不及时，造成企业

经营管理工作也出现诸多问题 [1]。

1.2 缺电造成企业运营困难
造成国内电力短缺的主要原因包括经济复苏和电厂缺

煤。一是中国多个城市或区域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强劲，

电力需求快速增长。二是受国际煤炭价格大涨，火电在中国

能源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缺电和缺煤的供应量关系紧密，

动力煤、焦煤、焦炭价格均创下历史新高。由于煤炭供应紧

张，火电企业亏损，发电动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为遏制高

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努力通过有序用电和错峰生产

等措施实现节能减排，关闭部分煤矿和煤电企业，积极开发

清洁能源。但由于转换的过程仓促，限制了旧的煤炭电力能

源产能之后，新能源的产能尚未跟上，导致企业生产和民众

生活的电力供应不足。

电力短缺必然影响企业生产，影响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

在疫情冲击消费者支出和旅游之后，影响经济复苏和增长的

步伐 [2]。因此，在实现经济稳健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以电力

金融保障电力生产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2 金融保障电力实现稳健运营策略

2.1 全面提升金融风险防控水平
企业在进行融资过程中无疑会面临各方面的风险，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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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改变的。但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的风

险防控体系，做好风险预警相关方面的工作，进而使得风险

能够得到有效的分散、转移或者转化。其一，企业有必要成

立专门的融资产品监测部门，主要负责对创新产品从研发到

设计到营销的整个过程的风险评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相

关人员对市场以及客户需求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

和分析，同时还要对创新产品的风险特性进行专业化的模拟

测试，进而提出相应的预防风险的措施。在此基础之上还要

构建科学合理的融资产品的交易限额，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市

场管理，降低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增

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其二，要进一步对创新产品的风险战

略、政策制度以及开发程序等各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解读，结

合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优化和调整，为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提供基本的制度支持 [3]。

2.2 健全融资环节和使用监管机制
电力单位与金融单位有着一衣带水关系，相互影响密不

可分。电力企业所面临的许多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资金融

资、决策和使用的风险。如何正确、有效地使用好资金是电

力企业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建立健全融资监管和资金使用

评估机制是企业内部必要的，也是必需的。我国电力企业发

展缓慢，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评估与监管实施还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而金融业监管则具有更强的优势，银监部

门不仅拥有较为系统的管理手段和监督经验，而且拥有众多

的监督人才，银保监会也对互联网行业负有更多的监督责任

和义务。因此，可以通过监管部门的优化与整合，采取专业

监督管理，提高电力企业的监管水平，促进电力行业的健康

发展。

2.3 充分发挥多种融资工具作用
电煤价格高涨，可用资金紧张，是今年的电力企业面临

的实际困难。电力企业除了通过银行授信、抵押贷款等融资

工具外，还可以通过债券融资保证资金稳定。债券融资是通

过发行债券，按发债契约还本付息以获得资金的融资方式。

电力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资金融资，债券融资还款期

限较长、附加限制少、资金成本较低，可以有效地保障电力

企业的稳定发展。另外，电力企业可以通过股权融资以出让

公司股权为代价来筹得资金，是企业获得长期资金的重要途

径。股权融资所筹资金具有永久性，没有还本压力。同时，

一次筹资金额大，用款限制相对较松。但是股权融资的企业

必须满足企业上市的苛刻条件，还要承受较大的发展压力。

能源金融支持电力产业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设计：

从实体经济的角度，建立能源产权和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络，

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监督、退出机制，培育、发展和壮大

电力产业资本；从金融服务的角度，在电力商品期货、期权

市场、国际货币市场以及与电力相关的资本市场进行套保和

投资操作，规避现货市场的风险，或获取投资利润。

3 科学制定企业融资原则与目标
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结合电力行业发展特点，电力

企业在进行融资时需满足资金供应稳定、成本低、科学标准

等原则，以确保电力企业的正常运营。首先是资金供应稳定

原则，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电力需求急剧增加，保障国民

经济正常运行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电力企业面临的是煤

价飞涨，发电成本大幅提升，电力供应紧张导致企业资金紧

张。此在进行融资时需要满足供应稳定的原则，保证电力企

业资金总量保持稳定。其次是低成本原则。低成本融资是所

有企业融资的共性。筹资成本对融资效益的影响边际效应突

出，我国电力企业整体处于高融资期，负债比重高、留利甚

微，自身资金积累能力较弱。针对目前每年筹资成本吞噬大

量利润的实际情况，必须以低成本进行筹资，降低高成本资

金额度，以改善电力企业内部的资金运用情况 [4]。最后需要

遵守科学与标准原则。即建立绩效考评机制，以融资的边际

效益为融资依据，融资的目标在于提高资本收益率，进而提

升整体经济效益。要达到或者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坚持

科学融资原则，还要从资金使用效率、资金到位率等角度加

以严格测算与统筹，必须贯彻执行期初制定的融资目标和

标准。

4 结语
金融作为维系一国经济运行的纽带与联系各国经济的桥

梁，在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力与金融是当今经

济社会两大核心领域，二者关系日益密切。电力金融通过电

力资源与金融资源的整合，能够实现电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

本的优化聚合，从而促进电力产业与金融业良性互动、协调

发展，是一种新的金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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