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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阶梯定价改革昨听证，港华燃气开场诉苦———

卖卖一一方方气气亏亏四四毛毛钱钱，，不不涨涨不不行行了了

阶梯定价两套方案

前期市物价局按1：1 . 2：
1 . 5倍关系确定两种改革方
案。方案一：第一阶梯用气量
每户每年240立方米及以下，
仍执行每立方米2 . 50元。第二
阶梯用气量每户每年240---
1080立方米(含)，执行每立方
米3 . 00元。第三阶梯用气量每
户每年1080立方米以上，执行
每立方米3 . 75元。

方案二：第一阶梯用气
量每户每年360立方米及以
下，执行每立方米2 . 60元。第
二阶梯用气量每户每年360--
-1400立方米(含)，执行每立方
米3 . 12元。第三阶梯用气量每
户每年1400立方米以上，执行
每立方米3 . 90元。

本报泰安10月20日讯
(记者 陈新) 20日上午9
点，泰安市城区居民管道天
然气阶梯式价格改革听证
会在东岳山庄召开，23名代
表参加听证会，对阶梯气价
改革展开讨论。

听证会开始后，供应企
业参加人港华燃气公司代
表徐欣首先发言表示，由于
上游来气价格上涨，燃气公
司供气成本不断增加，今年

1至8月份天然气采购成本
为2 . 91元/m3，与2 . 5元的售
价倒挂，经济形势下滑，以
前依靠工商业用气补贴民
用的办法越来越难以实施，
加上管网老化、翻新等各项
费用，企业建议执行方案
二，上调天然气价格。

市物价局对该企业2012
-2014年运营情况进行了成
本监审，测算结果显示，综
合平均供气成本为每立方

米2 . 58元(不含税)。其中，购
气成本为每立方米2 . 06元，
运营成本为每立方米0 . 52
元。根据以上成本，居民购
气成本按照销售额占比分
解核算，居民用气单位平均
供气成本为每立方米2 . 31元
(不含税)。其中，购气成本为
每立方米1 . 79元，运营成本
为每立方米0 . 52元。

徐欣介绍，根据原有政
府定价原则，民用气倒挂亏

损由非居民用气交叉补贴。
但非居民供气的利润空间
不断压缩，以非居民用气利
润弥补民用气亏损已不现
实。泰山港华公司建议将第
一阶梯天然气价格调整为
每立方米2 . 60元或2 . 70元。

随后，包括消费者在内
的其他代表对阶梯气价改
革展开激烈讨论。有代表尖
锐地指出，因成本原因上调
天然气价格不合理。“成本

上升作为改革理由行不通，
居民用气和非居民用气一
同购入，运营成本相同，仅
基于比例核算出的非居民
用气成本价格并不合理。”

听证会结束后，没有立
刻公布改革方案。主持人泰
安市物价局副局长王胜一
表示，物价局对于居民的意
见和建议将仔细进行调查，
作为下一步定价的重要依
据。

建议一

一年240立方根本不够

应调整各阶梯用气量

统计局代表于先生发
言提出，原则上同意方案
一，各阶梯气价不变，但在
具体用气量方面也要进行
调整，第一阶梯用气量每户
每年240立方米以下。第二
阶梯用气量每户每年在240
至1400立方米，这样就涵盖
了壁挂炉采暖用户。第三阶
梯用气量每户每年在1400
立方米以上。

消费者代表徐先生表
示，方案一确定的是每户每
年240立方及以下，且默认
这个基础用量涵盖所有用
户，分摊到每个家庭用户每
月平均用气是20立方，而实
际上经了解，部分居民用户
的用气量还不止这个数，建
议再作些适当调整。壁挂炉
取暖户缴费节点分别是
1080立方及以上与1400立方
及以上，有的家庭整个采暖
季的用气量还不止这些。建
议适当提高第二档和第三
档的用气量。

建议二

壁挂炉用户近5万

应单独列价对待

听证会上，有代表指
出，实行阶梯气价其实主要
影响的还是近5万户壁挂炉
采暖用户。虽然执行阶梯气
价后居民用气支出增长相
对消费性支出来说增长不
大，但具体用气支出却要大
幅增长。

据了解，实行第一方
案，城镇居民水电燃料人均
支出要增加30%以上，按第

二方案计算也要增加28%左
右。另外壁挂炉用户80%是
老小区，泰城周边小区，使
用者主要是低收入群体，此
次两个方案都大幅增加了
壁挂炉居民的燃气支出，第
一个方案多支出24%，第二
个方案多支出20%。

代表们建议，单独制定
制定壁挂炉用户阶梯气价，
或者是增大方案一中第一
阶梯的上限，充分照顾到壁
挂炉用户，降低他们的支
出。

有的代表直言，“我对
两种方案都不同意”，执法
局代表武国峰表示建议壁
挂炉用户单独定价。

建议三

更多照顾低收入家庭

困难户纳入优惠范围

泰安市总工会代表发
言表示，希望燃气公司能够
将持《特困职工证》的特困

职工也纳入其中，同时建议
天然气经营企业要严格落
实，确保符合条件的用户都
能按标准享受。

专家代表山东建筑大
学教授李兴泉表示，建议持
有城乡“低保证”和“特困
证”居民用户(明确认定条
件)，第一阶梯气量用气仍
按现行价格执行，2 . 5元不
变；对不具备集中供暖条件

“低保证”和“特困证”居民
用户，如果采用壁挂炉取暖
的，气价适当予以优惠。

建议四

价格上下游联动

不能只涨不跌

听证会上，有参会代表
指出，上游气价并非只涨不
跌，而是不断波动，城市居
民供气也应该随气价建立
联动机制，不能只涨不跌。

李兴泉建议，完善燃气
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具体

方法是将燃气销售价格与
一定时期内燃气经营企业
的购气结算价格联动，燃气
销售几个随着上游燃气价
格的涨跌同时间、同方向调
整。

总工会代表王女士也
建议，市物价局以几年为周
期，定期调研城市居民户均
用气量，随着用气量的提
高，及时调整阶梯气量的标
准。

建议五

加强成本监管

及时向社会公布

参会代表高先生表示，
政府应该参与天然气主干
管网投资建设，统一规划城
市天然气实施，共同发展利
用。目前泰安天然气一家独
大，希望引入市场竞争，优
胜劣汰经营销售。燃气企业
及时公开运营施工投入成
本。

“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
能源，对于改善城市环境具
有重大意义，政府要从政
策、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促其加快发展，不断满足城
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代
表李先生建议，政府加强对
泰安港华燃气公司天然气
成本的监管，确保其严肃遵
守财经制度和财务核算规
定。保证财务核算的准确
性、规范性、完整性。审计部
门要每年对其财务收支进
行审计，并向社会公布审计
结果，接受公众监督。

““我我们们支支持持气气价价改改革革，，但但反反对对涨涨价价””
针对两套方案，代表们大都觉得不完美，并提出五大建议

城市
民用天然气价格

（每立方）

济南 2 . 70元
青岛 2 . 40元

淄博

每户年用气量370立
方米以下，2 . 70元；
360—1080立方米，
2 . 85元；1080立方米
以上，3 . 50元

潍坊 2 . 50元
东营 1 . 40元
济宁 2 . 40元
泰安 2 . 50元
烟台 2 . 40元
聊城 1 . 80元
日照 2 . 795元
滨州 2 . 3元
德州 2 . 0元
莱芜 2 . 55元
菏泽 2 . 16元
威海 2 . 4元
枣庄 2 . 35元

临沂

每户每月用气量20
立方米及以下，2元；
20至80立方米（不含
20）之间的，2 . 4元；
80立方米以上，3元。

针对气价改革，请扫码留言。

听证会上，多数代表支
持天然气价格阶梯式改革，
但反对天然气涨价。多位发
言人提出希望物价局将两
方案进行调整，在价格尽量
低的情况下，扩大每阶段的
用气量。

代表们还针对壁挂炉
采暖用气、低收入家庭用
气、政府补贴等提出多项意
见建议。

本报记者 陈新

一名代表发表建议。 本报记者 胡阳 摄

供气企业代表发言。 本报记者 胡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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