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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新定价机制运行9个月八涨七跌

业业内内称称：：消消费费者者心心里里““找找平平了了””
我省四年再改

约80万户棚户区

本报济南12月22日讯 (记者
张璐) 根据我省日前下发的《加快
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自2014年
起至2017年，全省改造棚户区79 . 79

万户，基本完成集中成片、非集中成
片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

据介绍，棚改中，对商业开发价
值低的棚户区改造，政府可直接组
织实施。对具备商业开发价值的棚
户区改造，充分调动民间资本、企业
和棚户区居民的积极性，动员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

棚户区改造补偿安置采取房屋
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的方式，由棚
户区居民自愿选择。补偿标准按照
被征收房屋所处区位新建普通商品
房市场价格评估确定。执行最低套
型面积保障和最低货币补偿保障。
安置房屋面积超出最低套型面积或
原有面积的，按阶梯价格购买并拥
有完全产权。

上交所：QFII调仓

20日银行股异动

本报讯 上交所22日下午通过
官方微博表示，因境外指数机构以
沪深市场为取样范围所编制的指数
成份股和权重分布调整，12月20日
个别QFII跟踪指数进行调仓，导致
建设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和伊
利股份等相关股票尾盘异动。本所
将对涉及本所市场的相关股票交易
情况进行进一步核查。

上周五(20日)，临近下午收盘最
后3分钟内，银行、券商和保险板块
瞬间被砸盘。其中，中信银行、建设
银行、交通银行被砸到跌停板。中信
银行最低下探至3 . 53元、建设银行
最低探至3 . 8元，交通银行最低探至
3 . 65元。此外，格力电器、五粮液、广
发证券、长城汽车，中海油服，包钢
稀土等大盘蓝筹股，尾盘均遭到大
单砸跌停。

“第一届山东环保产业论坛”明日举办

战战霾霾全全民民行行动动，，邀邀请请您您参参与与互互动动
本报济南 1 2月 2 2日讯

(记者 廖雯颖 ) 本周二上
午9点，由齐鲁晚报和苏宁云
商联合主办的“战霾全民行
动——— 第一届山东环保产业
论坛”将在济南山东新闻大
厦举办，届时多位专家将对

“战霾”等环保话题进行深入
交流，感兴趣的读者可前来
参加论坛或关注本报官微进
行互动。

近年来，雾霾已从之前的
偶发变为生活中的常客。是什
么导致愈演愈烈的雾霾天气？

如何让环境问题吞噬的国民
幸福感重新回归？

答案只有一个：向绿色低
碳经济转型。山东是能源消耗
大、重化工发达省份，在绿色
GDP转型之路上，越来越收紧
的环保政策势必带来转型的
阵痛，也让环保产业迎来难得
的发展机遇。本周二举办的首
届山东环保产业论坛，集政
府、企业及环保领域多位知名
学者专家，共同把脉环保主题
下的经济转型契机。

届时，山东省环保厅副厅

长谢锋将分析《大气污染防治
与环保服务业》，山东省社科
院副院长郑贵斌讲解《蓝色经
济与海洋生态保护》，山东大
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陈建民详解《大气污染的综合
防治与误区》，山东省科学院
能源研究所党委书记许崇庆
将剖析《环境约束下的能源发
展路径》，山东省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天祥将阐
述《环境危机下的可持续发展
取向》。

论坛上，山东苏宁云商、

远大集团等企业代表还就“环
境危机中的企业发展机遇”等
话题进行探讨。此外，我们特
别邀请了山东大学英籍教师
讲述一个英国人眼里的“中国
雾霾”与“伦敦治霾”经验，欢
迎大家前来参加。

时间：24日(周二)上午9点
地点：济南市泺源大街6

号山东新闻大厦4楼舜华堂
报名咨询热线：0 5 3 1 -

85193818

齐鲁晚报官微：ht tp：//
weibo.com/qlwb

业内称，国内成品油调价新机制执行以来，成品油价格调整频率明显加快。市场各方对于新调价机制实
施效果的评价较高，认为是向市场化迈进很大一步，不过，更充分的市场竞争需要打破“三桶油”的垄断局面。

豪客太阳能生产基地

济南奠基

本报济南讯(记者 李虎) 19

日，济南豪客镶嵌式平板太阳能生
产基地、向标搪瓷压力容器生产基
地奠基仪式在高新区孙村片区举
行。据了解，豪客太阳能公司现有2

条年产10万台的平板集热器生产
线，在高新区孙村片区投产60万台
平板集热器生产基地。

国家发改委3月26日公布成品
油新定价机制，“就我们的监测及
调查情况来看，市场各方对新定价
机制有非常好的评价。与国际油价
接轨更紧密，炼厂和主营的利润得
到锁定，积极性更高。与此同时，由
于投机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成本
比较容易控制，加油站的日子也好
过多了。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虽然
波动频繁，但波动幅度较小，对生
活影响不大，更没有以前‘国际跌、
国内涨’的不平衡感觉。”金银岛成
品油研究主管韩景媛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总结了新成品油定价机制
实施9个月以来的成效。

成品油调整的幅度、频度与国
际油价的涨跌连接更紧密，最大限
度地覆盖了炼油厂的成本。中国石
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
示，从对28家山东地方炼厂的调查
情况来看，山东地炼平均开工负荷
在40%左右，炼厂利润较好。

韩景媛表示，新机制下，炼厂
的利润率明显提高，炼油积极性
大大加强，有效改变了往年频繁
发生的“油荒”状况。

从22个工作日到10个工作
日，调价周期缩短超过一半，大大
抑制了中间商的投机空间。

“在此之前，由于22个工作日
的调价周期限制，平均下来基本
一个月调整一次油价。不少贸易
商会抓住这样的时间差，依据国
际油价的涨跌程度，在低价时囤
积大量成品油，而在油价上涨后
再大量投放到市场。”韩景媛表
示，这样的市场投机成为成品油
市场中的常见现象。

据证券日报

本报记者 李虎

成品油新定价机制运行
9个月获得业内认可，然而，
普通消费者的感觉却与业内
人士不同。记者注意到，这篇
盘点成品油新定价机制的文
章引来不少网友吐槽。有网
友留言，“涨和降的次数差不
多，但每次涨两毛降八分，最

后一算油价还是涨了”。
这个网友的留言能够代

表很多普通消费者的观点：
新定价机制下，以涨为主的
局面仍在持续。油价调价的
频率虽然增加了，但与油价
上涨的趋势不变相比，下降
幅度有限，不足以弥补上涨
的。变动频率的增加，造成上
涨幅度持续叠加，最终推高

了油价。此外，人民币对美元
持续升值，但在油价方面，老
百姓却没有享受到汇率变化
带来的实惠。

目前来看，想要改变涨
多跌少的现状，除了从调价
机制上入手，最关键还是要
打破当前成品油市场上存在
的垄断现象，让三桶油巨头
更多地让利于民。

每次涨两毛降八分，究竟是涨是跌？

三年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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