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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电力企业法律顾问人员机构不断变化，老一代创业人逐渐
退休，年轻一代陆续上岗。新一代年轻法律人，文化水平高、

学历高、热情高，在电力企业依法治企，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
活动中开始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同志在工作中肯于钻研、肯
于实践，在不同的方面为电力企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王重阳同志就是年轻法律顾问中一个好的践行者，当我看
到王重阳同志的书稿 《电力法治焦点难点探析》时，就更深感
这一点。此书特点鲜明，不仅归纳总结了电网企业解决特殊法
律问题的经验、教训及建议，更为可贵的是他为电力法律实务
的处理提供详尽全面的法律依据，把目前主要的电力法律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涉电问题的司法解释和有
关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复函以及国家有关政府部门对涉电法律

问题的处理文件、复函进行了全面汇集。其中许多函件是我经
手办理的，有的已经忘记了，而王重阳同志却能查询汇总，由
此可见王重阳同志工作细致耐心、肯于吃苦钻研的可喜精神。

王重阳是位积极上进的年轻同志，2001年从华北电力大
学经济法专业毕业，进入电网系统企业从事法律事务工作，从
基层供电企业干起先后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律师资格）、企业
法律顾问资格和高级经济师职称，又于2007年从浙江大学民
商法在职研究生毕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从他的书中可以看
出王重阳同志平时肯于勤奋学习，并能结合实际进行深入分析
和思考。他在书中所研究的问题对我们从事电网法律顾问工作
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同时也反映他平时 “勤学之、慎思
之、明辨之”的精神。



古人云：“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
之厚也。”事实证明，平时只要善于学习、坚持学习、坚持总
结，就能在工作中有所获，就能增长知识、积累智慧、增强本
领，适应法律顾问工作，干好法律顾问工作。希望王重阳同志
坚持上下求索，更上一层楼！ 借此机会也希望涌现出更多的肯
于钻研的电力企业法律顾问。

是为序。

电力企业老法律顾问

2011年6月2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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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久前的一天下午，正和别人说着事。有电话打进，是王
重阳。没有客套，他要我 “帮他干件事”。

简短的往来之后，我明白了———帮他即将付梓的文集
作序。

一时有些找不着北。在我看来，为人作序者大约有三：一
乃德高望重，二乃达官名人，三乃卓有成就。自量之下，我能
算上哪盘菜？

一番陈情、却让之后，架不住他瞎子牵牛般的固执和决
绝，只好硬充一把上架的鸭。

二

我与重阳的初识，是在一时群英荟萃的 “法律思想网”

上。在乱花迷眼的 “马甲”之中， “王重阳”这近乎赤裸、却
颇带几分古旧之意的名号时常进入眼帘。他的帖子，理不避
法，事多涉电，自然更为我所关注。于是在一番投石问路之
后，彼此略知来路。再往后，便有电话互闻声息。一次公差，

与浙江公司同行兼老友樊进光见面，问诸其人，赞许有加。此
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作为浙江公司代表的他。脸白
净，意沉稳，眯眼笑。

三

认真看了重阳的文稿。十年心血，珠玑十数万，虽说让我
多熬了几两灯油，但一定意义上算是对我们自己的电力法苑的
一次免费观光，同时也勾起了我对自己曾经思考过的一些问题



的重温。其中不少共识，甚慰吾心；某些尚难苟同之处，可待
今后商榷。掩卷回味，大致感受有三：

第一，视角宽广。当今时代，电的交易和使用虽已十分寻
常、便捷，但其中涉及的法律领域及其种类却相当宽广。纵观
文集，辟有电力建设、电力运行、电力营销、电力侵权、窃电
规制、电费电价、电企法务七个单元，可以说基本涵盖了除电
力生产外的全过程和电网企业的内、外部法律关系。这些法律
关系中，涉及到电力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涉及到民法中的物权、债权、知识产
权、侵权、违约，以及权利的救济与抗辩等一系列重要的制
度；涉及到社会法中的劳动合同等虽在电网企业中初露端倪、

然却意义重大的相关制度；甚至涉及到因破坏电力设施或盗窃
电能而产生的相关刑法制度，可以说内容相当丰富。当然，或
由电网企业的特点、法律需求以及本人的专业兴趣所致，感觉
在以上板块之中，有关供用电环节中以供用电合同的订立和履
行为中心的相关法律问题，关注尤其细致，分析相当详尽，其
中不乏很是独到又颇能自洽的观点，比方说，他对高压触电侵
权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一几成共识的驳难等等。

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及那篇 《窃电问题：民国时期的法律规
制》。该文对 “窃电”这一长期困扰电网企业的 “老大难”问
题，法眼回眸，将1912年到1949年这段中华民国时期内的事
实状况、立法演进作了清晰而扼要的梳理，使这个棘手当下的
问题，有了丰富的历史纵深，读来饶有兴味。对比历史与现
今，二者之间的延贯照应真是令人感慨和惊讶。比如，窃电之
事，各国或有，然吾国尤烈；惩治窃电，均采取了 “综合治
理”之术，由政府、警察、供电企业协同围剿；均颁布了多个
专门性的条例、规章，其中均规定了供电企业的用电检查权、

认定窃电的具体表现、窃电时间的推定规则等；治理的效果均
欠明显，其中原因与社会通识中均将电能视作 “无形物”

有关。



第二，形而居中。老子有谓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
谓之器”。“道”者高远而虚空，“器”者切近而表浅。重阳谓
其作文 “形而中”，这或许乃其自谦之言，但我却以为这恰恰
是其适当之处，甚至应当是当今电力法律实务者的应然之处。

形而居中，表明需要上下联通、虚实兼顾，即针对一个问题，

既要有法理论证的支撑，还要有制度层面的依据，最后落脚于
实务操作的细节。三者兼备，加权公约，方得形中。通观重阳
文集，这点体现得相当鲜明。譬如在 《电网建设中的涉他物权
问题》中，他从所有权、用益物权两方面，归纳了电网建设涉
及他人物权的主要种类，进而分析了电网建设涉及他人物权的
处理中的征地、私有财产、行政审批、公平补偿等问题，最后
结合实际个案提出了实务操作中应注意的几个方面。再如，在
他关注最多、也研究最细的电力营销领域，学理层面上，他运
用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对描述了供用电合同总体属性的基础
上，逐一分析了此类合同的14个法律特征。虽然这种平面式
的描述多少带有一点教科书式的范式，但至少是我迄今所见最
为全面、完整的理论清理，具有一定的拓荒意义。出于关注点
的聚合，本人对 《要式交付：电能物权变动公示方式探析》一
文尤感兴趣，文章从物权法角度切入，讨论了电能交付的要式
性、非要式交付在合同法、侵权法乃至刑法中可能产生的一系
列问题，应该说都体现了较为全面、深厚的民法理论功底和把
抽象理论与具体实务有效融合的能力。该板块中，他关于供用
电合同的履行期限、争议解决方式、停电公告、居民供用电合
同 （示范文本）等等问题进行的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都是
很有理论意义和操作价值的。也正是因了本文集的 “形而中”，

我以为它既可资电力法律人的理论借鉴，也可作专业人员的实
务指导。

第三，用心、恒心和细心。对一个年轻的电力法律工作者
来说，在紧张、琐碎的实务之余，能以 “法眼”细观身边看似
寻常的事物，静心思考其中之 “道”，并形诸于文字且颇有收



获，在此急功近利、人心浮躁的当下，并非一件轻易践行并恒
久坚持的事情。作为一个比他痴长若干、也曾有同好的同行，

我深知其中的甘苦与寂寞。因此，没有一颗热爱专业、格物致
知的用心和定力是难以做到的。至于细心，除了那些松散零碎
材料的搜集、细致绵密的论证、具体周延的建议之外，那篇
《电力企业法律案件年度实证分析》对某年度该省的涉电案件
加以纵横切割、逐项统计分析，并辅之以饼图直观，做得实在
是好，可堪作为同行们今后诉讼管理中的一个范例。回想上世
纪九十年代末，本人在执笔国家经贸委关于触电案件的一个课
题中，也曾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的大量数据并做了尽可能细致的
统计分析，但较之于重阳这篇，的确显得粗糙简陋得多。

四

重阳 《前言》中以 “从当初的懵懂无知，到后来的深
深热爱，直到现在的沉着淡定甚至审美疲劳”概括了他从
业十年的心路历程。我的目光在 “审美疲劳”前停驻良久、

体味再三。这里边，除了费墨先生 （电影 《手机》中人物）

那种带有 “普世”意味的感叹外，是否还有这个职业在当
下难以言说的境况，我不得而知。毋庸讳言，我国司法乃
至法治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较快发展后，现已陷入一种进
退失据、首鼠顾盼的窘境。任何一个真正的法律人的内心，

多少都有一些易安居士那份 “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

的焦灼。但我还是相信，实行法治还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必由
之路，在 “依法治电”的进程中， “电力法律人”必将成为一
个无可替代的群体，从边缘走向它应有的位置。因此，来日方
长的重阳应当尽可能地化解 “疲劳”而更多地 “沉着淡定”。

但愿他永远保持着初识 “红白带”的那份新鲜与灵动，并且长
久地守望在那里，不断地向疾步前行的人们发出 “减速”、“绕
行”甚至 “止步”的警讯。



五

或许职业的缘由，法律人总在条条框框里打转、是是非非
中较真，难免给旁人留下机械刻板的印象。作为一种反动，近
年来我即使偶尔动笔写点与专业相关的文字，也自觉地松散随
意一些，有如下了辕的骡马，先就地打滚撒欢一番。这一习
气，在此也多少难免。但是，眼瞅着人家心血染红的 “主旋
律”，也总得梗直了脖子憋几句 “正腔”。所以，涂鸦出来的这
个东东，实在有些非庄非谐、不伦不类。好在这是重阳自找，

倘若佛头着粪，坏他一锅粥，也算他咎由自取。

吕振勇先生为新中国电力法律的开山之人。以我所谓可资
作序者的三项标准言，其属当之无愧的 “三个代表”。他的大
序，高屋建瓴，信笔挥毫之下，但见天地阔、众山小。于此遥
望项背，荣幸之至却也心悸腿软。

最后再次申明，如此东东，不过是拜读重阳大作后的杂
感，是不为序。

2011年7月29日于合肥



自2001年7月大学毕业，我先后在杭州市电力局城北供电
局、杭州市电力局和浙江省电力公司工作。大概是经济法专业背
景的缘故，在这三个前后相续的单位，除了第一年的轮岗锻炼，
我基本上都在从事电力企业的法制管理工作。

从当初的懵懂无知，到后来的深深热爱，直到现在的沉着淡
定甚至审美疲劳，整整经历了十个年头。当年8月，根据单位安
排，我分配在杭州市电力局城北供电局检修一班。印象中，那段
日子不算太忙，主要是用户工程施工、公用线路检修、突发事故
抢修等内容，日常工作由生技科提前排定，每天早上先到仓库领
料，然后拉到现场施工，我的事情也就是打个下手，拉拉导线，
递个扳手，偶尔也爬爬梯子，帮忙抬抬变压器什么的，工作简单
而充实，日子欢快又新奇。

10月的一天，要在市区某条主干道边装一台施工临时变，行
人如织，车流不息，我的首要任务便是用 “红白带”在马路一侧
圈定一个施工区域，禁止行人和车辆进入，以免发生高空坠物和
作业危险。当我的工作完成，看着行人和车流自觉地避开 “红白
带”圈定的安全施工区时，我突然有种 “触电”的感觉，这不就
是 《民法通则》中规定的 “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
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
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具体体现吗？ 师傅们依然
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而在我心里，大学学习的法律知
识在这一刻突然被激活了。那些枯燥的法律规定，师傅们未必了
解，但他们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着，这个 “红白带”在他们眼里
不过就是红白相间的尼龙布条，但在法律的视野中，它就是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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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鼎的 “警示标志”，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特定民事纠
纷中，有无恰当的 “警示标志”，当事人承担的法律责任那可有
天壤之别。

过去常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
解了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它。对于施工中的 “红白带”，我已
经通过法律的眼光深刻地感受到它了，但这还不够，我想今后我
一定要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把师傅们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做法告
诉他们背后的法律意义，这样，师傅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就会更加
细心，企业的生产也才会更加安全！ 在后来的电力设施保护法律
培训中，我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结合电力法律法规知识，告
诉生产运行一线的师傅们，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标志，在法律上
是何等的重要！

大概2001年底，我在翻阅 《华东电力报》时，发现了一起
很有意思的案件。房屋承租人大肆窃电，法院最终判决房东承担
责任，这个案件促使我对供用电合同有关问题产生了极大兴趣。
我发现 《供电营业规则》规定和营销工作中经常发生的更名或过
户手续，实质上，就是 《合同法》中规定的概括转让问题，只是
不少专业人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以致那些
需要第三方盖章同意的手续都没有履行到位，给正常的电费回收
埋下了法律隐患。以此案为基础，我后来写出了 《“房客窃电房
主买单案”的法理思考与分析》，得到了 《浙江电业》杂志的认
可，发表在该刊2002年第2期。这是我把法律知识与电力工作
结合起来的第一篇文章，从此开始了我不断接触、观察、研习和
总结电力法律事务工作的难忘历程。

工作中，一方面我非常留意并认真学习电力系统和高等院校
的杂志期刊，如 《国家电网》、 《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农电管
理》、 《大众用电》以及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哲社版）、 《法
学》、《法学研究》、《法商研究》、《现代法学》、《河北法学》等，
能让我及时了解接触电力系统以及学界最新的典型案例和学术成

果，这当然要感谢单位档案室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我也非常



乐意协助相关处室解决生产经营中的法律问题，我知道，只有这
样才能让我喜欢的法律知识发挥最大作用，既解决了同事们工作
中的难题，又让我时刻见识到源头活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全面把握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每遇疑难，我
就跑到新华书店，搜罗相关理论书籍，确保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
这些问题，书架上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江帆 《代理法律制度
研究》、洪学军 《不当得利制度研究》、刘乃忠 《地役权法律制度
研究》等几十本学术专著，都是我解决工作中各种难题的见证。

在工作中学习，在积累中反思，天道酬勤，十余年下来，竟
然也小有规模。本书就是我多年来在电力企业从事法律事务工作
的成果和结晶，依照电力企业的工作内容，大致有电力建设、电
力运行、电力营销、电力侵权、窃电规制、电费电价、电企法务
等各类。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栏目仅是出于结构安排的需要，难
免有削足适履的尴尬。同一栏目之下，既有理论，也有实践，理
论指导实践，实践见证理论。即使理论，其实也不高深，顶多是
“形而中”，讲求的是浅显和实用。才疏学浅，难致高深，屠龙乏
术，咱们就喝鸡汤吧。

这些文章，起先虽有结集出版的打算，但在写作中并无具体
规划，以至出现了轻重不均的现象。当然，纠纷多的内容就多，
兴趣大的篇幅就大，这也算是 “需求引导型”的旁证吧。书中的
观点和认识，都是一时一地的产物，论证未必缜密，说理未必充
分，仅仅是一家之言、一孔之见，只是作者个人的见解和认识。
如果对您有所启发或者帮助，那就算我抛砖引玉有功吧。其实，
电力企业的法治工作还远不止这些，有些内容我早就拟好了提
纲，可思考还不成熟以致迟迟未能动笔；有些内容虽然思考成
熟，可囿于文章结构和篇幅布局，也还未能付诸行动；还有些内
容，系统内的同行已经捷足先登，且妙笔生花，如行云流水，我
只有敬佩和遗憾的份儿了。

文章之外，还附有电力法律法规汇编，这本是个人的私家典
藏，从来秘不示人的。在我看来，这或许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



精细的 《电力法律法规精选汇编》，因为是附录，篇幅有限，常
见的已作删节，但精华部分还是保留下来了，尤其是司法解释和
部委复函，就我的视野范围，这算是集大成者了。即便书中观点
您有保留意见，单就法规汇编也划算，跟广告说的那样，花一样
钱补两样，钙铁锌锡都有了。不过，这里也要郑重提醒，使用中
如有疑问，烦请核实原始出处为好。

最后，我要郑重感谢的是，德高望重的国家电网公司原顾
问、首席法律顾问、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吕振勇老前辈，
作为我国现代电力法律体系的创始人和推动者，以电力企业老法
律顾问的身份，不辞辛劳欣然为本书作序，使这本简陋的习作蓬
荜生辉，关爱后辈的殷殷之情让我不敢懈怠。才华横溢的安徽省
电力公司高级法律顾问汪榕生老大哥，是我沉醉电力法律的精神
引路人，儒雅洒脱，风流飘逸，我们相识于2003年前后 “法律
思想网”的鼎盛时期，论坛里高朋满座，风云际会，彼此惺惺相
惜，彬彬有礼，那是网络法学论坛的 “八十年代”，盛邀汪兄为
小书作序，既表达对实务部门独立知识分子的敬意，也缅怀过去
那 “盛年不再来”的美好时光。当然，我也要特别感谢中国电力
出版社，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让这本凝聚着我十年心血与汗
水的小书得以面世。

一路走来，城北供电局、杭州市电力局、浙江省电力公司以
及系统各有关单位和兄弟网省公司的各位领导、同事和朋友们都
给予了热情的指导、鼓励和帮助，感谢你们！ 我曾试图将名单一
一列出，却发现实在是太长了，挂一漏万非我初衷，只能在此一
并鞠躬致谢。

王 重 阳

2011年6月18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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