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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 刘
晓) 近来油价持续下跌，为何
淄博燃气价格却上涨呢？记者
了解到，石油价格下跌，使得天
然气经济性优势削弱，不利于
下游市场推广及消费量提升，
发改委可能调整明年的天然气
价格。而淄博民用燃气价格12

年未调整，燃气企业在亏损经
营是涨价主因。

据报道，国际油价跌至近4

年来最低点，成品油、燃料油及

液化石油气的价格也出现一定
程度下挫。如果跌价持续并对
全年价格形成了比较严重的影
响，发改委可能考虑调整2015

年天然气价格上调幅度。但就
目前价格变动情况来看，实际
对天然气调价幅度影响有限。

“相比与天然气，原油市场
更国际化。换句话说，世界上任
何一个地区的供需一旦出现矛
盾，很快就会体现在油价上。而
对于天然气这种可替代能源则

显得不那么太‘国际’，如果供
需出现矛盾，相关的能源就可
替代。”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国内天然气资源匮乏，国
内天然气产量已不能满足需
求。供求矛盾突出，部分地区气
荒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从节约
资源方面来讲，燃气价格肯定
要上调。”山东建筑大学热能工
程学院教授田贯三说。

此外，淄博民用天然气价
格12年未调整过也是主要原因

之一，淄博的燃气企业经营民
用燃气一直处在亏损状态，调
价势在必行”市物价部门工作
人员说。

《淄博燃气管理条例》规
定，天然气销售价格，应当根据
购气成本、经营成本和本市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并
适时调整，应当建立天然气销
售价格与进气价格联动机制。
如果上游气价调整，淄博还将
适时对民用气价进行调整。

本报 1 1 月 2 6 日讯 ( 记者
刘晓 ) 9月 1 8日召开的天

然气价格调整和实行阶梯气
价政策听证会上，听证代表
提出的 6 大焦点问题均已在
新的方案中进行了落实，首
次网上听证的相关意见也纳
入了方案。

据了解，听证会上，与会
代表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提高特困家庭用气基数；适
当提高第一档气量标准，降
低第二、三档气价；对于集中
供暖能够覆盖区域，建议采

取措施，限制安装和使用壁
挂炉；调价应充分考虑对没
有集中供暖设施的壁挂炉用
户的影响，特别是对使用壁
挂 炉 取 暖 的 特 困 群 体 的 影
响；妥善解决 I C 卡用户剩余
气量补交价差问题；对燃气
报警器及软管更新维护费，
燃气企业应专款专用，并建
立定期维护和维修制度，接
受社会监督等6个方面。

听证会后，市物价局就
听证会有关意见、建议情况
和调价方案，向市政府第 3 4

次常务会议做了专题汇报。
市政府按照《淄博市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规定》，启动了专
家咨询论证程序和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程序，

综合听证会以及专家咨
询论证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等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市物
价局对原调价方案作了进一
步修改和完善。

记者了解到，最终确定
的调价方案对听证焦点问题
都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比如，
为了尽量减轻调价对使用壁

挂炉取暖用户的影响，适当
提高了一、二档气量标准，降
低了二、三档气价；对 IC卡用
户结存余款、余量，不再补交
价差等。

本次价格调整听证会还
首次实行了网上听证，并将
一百余条意见进行了归纳汇
总，纳入到新的方案中。下一
步市物价局将会同市公用事
业等部门，制定完善相应工
作预案，认真细致地做好调
价后的相关工作。确保价格
调整政策顺利实施。

听证代表提出建议，物价部门听取网民意见，组织专家论证

66个个焦焦点点均均在在调调价价方方案案中中体体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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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阶梯梯气气价价考考虑虑到到了了多多数数居居民民利利益益
目的是倡导节约用气，可解决用气峰谷不平衡

天然气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我国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30%。实行阶梯气价后，用气量越大，超过基本用气需求
的部分，气价越高。这样能够有效引导居民合理用气、节约用气，同时解决冬夏季节之间的用气峰谷不平衡状况。

本报记者 刘晓

根据新的调价方案，按每户
居民月用气量 3 0立方米计算，也
就比原来多支出 2 1元，而实际情
况要比30立方米用的少得多。

“经过我们前期调研，现在
三口之家的月用气量基本上在
1 0立方米左右，年用气量最多不
会超过 1 5 0 立方米；而五口之家
的月用气量在 2 5立方米左右，年
用气量也不会超过 3 6 0 立方米。
因此，3 6 0 立方米的年基准气量
完全能够满足8 5%左右的市民的
用气需求。”物价部门工作人员
介绍说。

据了解，不少市民对此次调
价也持支持的态度。“本来家里
用的气也不多，每个月 1 5立方米
左右，也就比原来多支出 1 0多元
钱，没什么影响，少抽点烟可能
就有了。”市民王先生说。

淄博某燃气公司职员杨女
士也称，目前人工成本和相关的
设施的更换都增加了企业的运
营成本，调价势在必行。“每月多
支出一二十元，一年就是两三百
元，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能
够供上安全的燃气，并且相关设
施能够定期检查，才是我们现在
最关心的。”杨女士说。

因为供暖管道铺设不
到 等 客 观 原 因 ，一 些 小 区
不 得 不 用 壁 挂 炉 取 暖 。按
照 月 用 气 量 3 0 0 立 方 米 计
算，一年就是 3 6 0 0立方米，
按照现行价格年花费 7 2 0 0

元 ，而 按 照 调 价 后 的 方 案
执行，则要花费 1 0 2 0 6 元，
多花3006元。

据 了 解 ，由 于 燃 气 壁
挂炉取暖干净、省事，还能
调 节 温 度 等 特 点 ，近 几 年
受 到 了 用 户 的 欢 迎 。在 张

店昌国路附近的一家壁挂
炉 销 售 处 ，工 作 人 员 给 记
者 介 绍 说 ，以 额 定 耗 气 量
2 . 4 立方米 / 小时的 2 4 KW

燃 气 壁 挂 炉 为 例 ，如 果 为
120平方米 (面积小，费用相
应 也 就 小 ) 左 右 的 房 间 供
暖，室温恒定 2 4℃，燃气壁
挂炉全天运行累计 5小时，
日 耗 气 1 2 立 方 米 。三 个 月
的 供 暖 季 下 来 ，用 气 量 就
要 超 过 1 0 0 0 立 方 米 ，花 费
就 要 超 过 2 7 9 6 元 ，比 现 行

的价格多支出796元。
据 介 绍 ，安 装 壁 挂 炉

需 要 经 过 相 关 部 门 的 批
准 ，否 则 私 自 安 装 很 可 能
面 对 用 气 难 以 保 证 的 窘
境。“在能够实行集中供暖
的 地 方 ，是 不 能 私 自 安 装
壁 挂 炉 的 。这 一 次 的 调 价
对壁挂炉用户也起到了一
定 的 规 范 作 用 ，能 够 有 效
地 节 约 用 气 ，也 可 避 免 出
现安全隐患。”市物价局工
作人员介绍说。

新的天然气价格调整方案同时
对车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进行了调
整，由现行每立方米4 . 38元调整为
4 . 68元。

“现在的活直接没法干了，成本
太高。像我现在一昼夜的用气量大
概在60立方米左右，涨价之后每天
就要多支出近20元钱，每个月就要
多支出600元左右。”出租车司机刘
师傅介绍说。

据刘师傅介绍，目前淄博出租
车绝大部分都是烧天然气的，早前
听说过要涨价，但是一直没有涨。

“这次来的也太突然了，涨的也太快
了。”刘师傅说。

而据出租车司机马师傅称，自
己每天拉的活比较少，但每天也要
用近50立方米的气，这样每个月就
要多支出400多元钱。“现在的活越
来越不好干了，上半年的情况还好
一些，但是今年下半年一直效益不
好，坐出租车的人很少，也不知道什
么原因。”马师傅介绍说。

车用天然气涨3毛

每月多花600元

26日，记者走访了市区多家燃
气公司和加气站，工作人员均不知
要涨价，也并未出现市民抢购燃气
的情况，淄博燃气供应运行平稳。

“从9月份公布调价方案开始，
没有出现一些抢购的情况，一切都
运行正常。”淄博华润燃气公司客服
总监王懿清介绍说。据了解，对于27

日燃气调价一事，该公司也并未接
到通知。随后记者又致电淄博绿能
燃气公司和星辰燃气公司，也均未
出现抢气风潮。

在张店山泉路和昌国路的不少
加气站，也并未出现“井喷”，工作人
员和出租车司机大都不知天然气涨
价。

天然气涨价

淄博未现抢购潮

月用300m3，壁挂炉用户每年多掏3000余元

360m3基准气量

可满足多数居民

通气城市明年底

全实行阶梯气价

今年3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印
发《关于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
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部署建立
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
阶梯气价分为三档，第一档用气量
按覆盖区域内80%居民家庭用户的
月均用气量确定，并在一定时期内
保持稳定。要求2015年底所有通气
城市建立阶梯气价制度。

《指导意见》对各档气量和气价
的确定作了原则性规定。阶梯气价
分为三档，第一档用气量按覆盖区
域内80%居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气
量确定，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气需
求；第二档用气量按覆盖区域内
95%居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气量确
定，体现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的合理用气需求；第三档用气量为
超出第二档的用气部分。

各档气价实行超额累进加价，
原则上，第一、二、三档气价按1:1 . 2:
1 . 5的比价安排。“阶梯价格的首要
作用就是保障相关资源利用的公平
和效率，用的资源越多，付出的也就
越多。据发改委监测，现在，20%的
居民占用了天然气居民用量的
40%，5%的居民占用了天然气居民
用量的20%。阶梯价格，可以有效地
平衡这种状况。”山东理工大学社会
学教授牛喜霞说。

张女士正在用燃气灶做饭。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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