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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观察

电网公司账面“非暴利”让人纠结
在购电作为电网企业最主要的“采购成本”、销电作为其最主要的“营业收入”之下，悬殊的购销差价，构成了电

网企业的利润空间。而成本居高不下，当然会在账面上出现“非暴利”。

在5月19日召开的中国
能源战略高层论坛上，面对

“电网利润太高恶化电荒、以
及电网应该让利”等质疑，国
家电网副总经理舒印彪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称，“国家电网
有2万亿元的资产，400亿元
的利润并不高，电荒主要由
电力供求关系紧张引起，和
电网的利润没有关系，不存
在让利的问题。”

从表面的财务分析看，
舒印彪此言颇有道理——
据国家电网《2011 社会责任
报告》显示，国家电网 2011
年营业收入为 1.68 万亿元，
利润总额为 533.6 亿元，折
算 成 营 业 利 润 率 仅 为
3.18%；而国家电网 2010 年

底的资产总额为 2.12 万亿
元，再加上其 2011 年新增的
3000 亿元左右资产投资，则
国家电网 2011 年的资产总
额应为 2.4 万亿元左右，折
算 成 资 产 利 润 率 亦 仅 为
2.2%左右。

应该说，无论与国外同
行相比、还是与国内其他行
业央企相比，从数据来看，国
家电网均不存在“暴利”问
题。但是，如果透析当前电
网企业与电力企业，以及国
家电网与地方电网、民企自
办电厂之间的矛盾根源，我
们则会发现，国家电网财务
报表所显示的“非暴利”，可
能并不真实。

电网企业与电力企业

的矛盾根源在于，电力企
业在电价博弈环节的相对
弱势。这从电网企业购销
差 价 的 持 续 背 离 即 可 窥
见 ，2010 年 电 网 企 业 平 均
购电价 383.89 元/千度，同
比增长仅为 0.05%，而平均
销 售 电 价 为 571.44 元/千
度，同比增长却高达 6.95%，
这意味着每千度购销差价
高达 187.55 元，而且购销的
差价正在拉大。在购电作
为电网企业最主要的“采购
成本”、销电作为其最主要
的“营业收入”之下，悬殊的
购销差价，已经构成了电网
企业暴利的空间。

此外，据《中国经营报》
报道，4月25日，陕西地方电

力公司与国家电网陕西分公
司之间发生数百人的冲突，
此事件已是4年来双方第二
次激烈冲突；5 月中旬，《21
世纪经济报道》爆出山东首
富张士平自办电厂提供的电
价比国家电网便宜 1/3 以
上，而在其自办电厂的过程
中，亦曾与国家电网地方分
公司发生冲突。由此，很难
理解，如果国家电网不存在
真实的暴利空间，那么为什
么地方电网、部分民企会趋
之若鹜呢？

无论是悬殊的购销差
价、还是地方电网和部分民
企的突围，均说明电网很可
能存在暴利空间。而其财务
报表所显示的“非暴利”，不

仅对此无法有效解释，更变
相彰显其运营层面的低效、
以及可能性的“慷慨”。

“慷慨”主要表现为对薪
酬和福利的高投入，例如安
徽省电力公司为员工配车、
建住房，广东电网员工工资
较广东省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高出近 90%，等等。除此之
外，一些地方电力公司的豪华
办公楼屡屡被曝光。这些开
支被列入“成本”，使得成本
居高不下，当然会在账面上出
现“非暴利”。

与主要电网企业薪酬占
比过高（或隐性）相比，更为
严重的是“化公为私”迹象已
现——国家电网曾在湖北咸
丰试点“输配分开”，但是最

终曝光的幕后真相却是，经
营当地售电服务的私营企
业，其董事长却是国电地方
分公司的领导，而其管理层
和职工亦几乎均在这家私营
企业里占有股份。

无论是之于我国当前经
济的下行、还是之于电价的
民生属性，电网企业本应
遵循“非暴利”原则，为实
体经济复苏减负，为民生保
障分忧。但是，在电网企业
成本不透明之下，其财务报
表却显示“非暴利”，这种格
局的背后，所牵涉的诸多可
能性显然更值得我们为之
深思。

□杨国英(财经评论人)

新京报漫画/赵斌

诚信才是“铁布衫”
强壮的阿喀琉斯是荷马

史诗中海洋女神之子，他的母
亲捏着他的脚后跟将他浸泡
在湍急的冥河之水中，使他
变得刀枪不入，但被捏住的
脚后跟除外。后来在旷日持
久的特洛伊战场上，这位希
腊英雄几乎所向无敌，但最后
却被太阳神阿波罗一箭射中
了脚后跟而败亡。“阿喀琉斯
之踵”便是致命弱点的意思。

上周，《经济学人》杂志
将欧元形容为欧洲的“阿喀
琉斯之踵”，希腊正面临退出
欧元区的风险。

联想到加多宝失去“王
老吉”、雅虎CEO斯科特·汤
普森辞职，不难看出，无论是
企业还是个人，“罩门”多是
自己造就。

加多宝集团和王老吉的
故事应能给投资者和企业家

以启示。这一庞大凉茶王国
建立的基石并不稳妥，加多
宝与广药的合同被裁定无
效，与加多宝的商业贿赂不
无关系。也因为这一点的存
在，在关于“王老吉”的争夺
中，弱小民企和强势国企的
区分并不能给加多宝带来多
少同情。

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国内
的商业氛围中应不少见，例如
市场中各种“红顶”的、“寄生”
的企业，从咨询机构、铁路分
包商、矿泉水企业、地产商等
等，因为各种“突发”情况而成
为问题企业也经常可以见
到。可以说，这些企业的“阿
喀琉斯之踵”都是类似的。

有很多的理论可以给想
走捷径的企业经营者辩解的
理由，比如制度的不完善，比
如“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

——你不这么做，是竞争不过
别人的。商场上利益驱动下
的无底线做法似乎并不适合
用道德来解释，有人会问，在
商场上道德和正义值多少钱？

现在加多宝的例子说明
了“捷径”是有机会成本的，
构筑在流沙上的城堡再宏
大，也有一夕而崩的时候；而
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全社会对
商业伦理认同感的提高，这
样的机会成本会越来越大。

当然这也是人性的问
题，即使是斯科特·汤普森这
样的职业经理人，也会陷入
学历造假的丑闻，最终不得
不黯然离开雅虎。

在食品行业，人们可能
对“底线”的认识更为清晰。
比如上周以猪血顶替鸭血的
事情，就激起无数反响。这
尚只是“顶替”，还有更多的

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比如
雪糕里的各种添加剂、各种
菌落超标，地沟油等触目惊
心有碍食欲的就不说了。

在这一方面，人们已经
有了切肤之痛，食品安全状
况之糟糕，影响到大部分
人。也因为这一点，现在生
态农业已经成为新兴的投资
方向，受到广泛的青睐，而普
通人也愿意为生态农产品支
付更高的价格；在商业伦理
方面的底线缺失，迟早也会
像食品安全一样，或者说已
经如食品安全一样让企业家
感同身受了。

至少得有底线，这已经
成为人们对于这个商业社会
最低，也是最迫切的期待。
只是，这个期待何时实现，尚
属未知。
□吴敏（北京 媒体从业者）

王老吉商标权之争
“曲终人未散”

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做出的仲裁
结果，加多宝集团最终失去
了王老吉商标的继续使用
权。对此，加多宝集团召开
新闻发布会，称：“作为民
营企业，纵使我们很努力按
照国家法律遵守规则，但力
量微薄，无法如愿。”

自 2008 年广药向加多
宝提出交涉至今，双方围绕
王老吉商标使用权的博弈
已达近4年。而前不久的仲
裁结果虽从法律层面为这
一纠纷暂时画上句号，但该
事件在危机公关、快消品商
业模式及反商业贿赂等多
方面引发的问题却开始延
烧，正所谓“曲终人未散”。

在加多宝宣布召开新
闻发布会后不久，广药方面
也表示计划在京召开发布
会，王老吉商标之争已呈现
出由“法律战”转向“舆论战”
的趋势。而在这一趋势背后，
亦隐藏着失去王老吉品牌的
加多宝方面试图保持舆论热
度，借此为新品牌免费进行
推广造势的危机公关考量。

对加多宝而言，尽管其
已在数月前即着手在饮料
包装及日常广告中，用“加
多宝”的品牌标志对“王老
吉”进行置换和淡化，但王
老吉品牌毕竟已经营多年
且深入人心，加多宝的努力
显然收效有限。在此局面
下，以一场引发社会关注的
焦点事件作为营销载体，全
面强化消费者对“加多宝”
的认知和接受度，显然是最
为经济有效的做法。而仲

裁结果公布这一事件本身，
正为加多宝提供了进行危
机营销的良机。

而在危机公关之外，加
多宝失去“王老吉”，或许
是国内首个在企业经营本
身良好的情况下，却不得不
重新构建新品牌，并和原有
品 牌 进 行 竞 争 的 商 业 案
例。尽管失去王老吉品牌，
但加多宝的营销渠道依旧
存在。这也使得加多宝在
今后一段时间的经营，成为
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实
验——品牌与营销渠道在
企业发展过程中，究竟何者
更为重要。

当然，王老吉商标之争的
仲裁结果，更深远的影响在
于，这一案例充分证明了尽
快以立法手段对商业贿赂行
为进行专项规制的必要性。

王老吉商标之争本身
的起点即是鸿道集团以行
贿手段，透过原广药高管延
长加多宝对王老吉商标的
使用期限。尽管有关机构
对商标使用权做出裁决，但
广药和加多宝方面围绕“商
标侵权损失”等问题依旧存
在大量法律纠纷隐患，这对
双方都无异于“埋下众多定
时炸弹”。

而在当下，类似的因商
业贿赂引发的纠纷并不鲜
见。也惟有通过专门法律，
对上述商业贿赂行为所引
发的复杂经济后果进行分
类定性和处置，才能彻底使
得涉事企业尽快走出纠纷
影响，重回正常发展轨道。
□华化成（北京 媒体从业者）

加多宝未来的发展成为一场商业实验
——品牌与营销渠道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究
竟何者更为重要。

■ 财经漫谭 望“羊”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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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之言

新华网报道，去年5月至今，全国各地羊肉价格均有不同幅度上
涨。其中，福建省羊肉价格最高，已超过每公斤80元。在全国最大的
羊肉产地内蒙古自治区，羊肉价格也在持续快速上涨。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市民王淑珍说：“羊肉是奢侈品了，只能偶尔解解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