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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锯战般的酝酿期

涨价、降价，每过22天，成品油都会
挑逗一下市场脆弱的神经。“涨多跌少”的
现实让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备受诟病。在
人们的口水中，新定价机制成了未来的
救世主。可惜，这位新主迟迟不来。

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从2009年5月
开始正式实施。该机制的核心为：当国
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
价格变化超过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汽
柴油价格。

中宇资讯分析师王金涛算了一下，
现行机制施行至今，国内成品油零售价
格共经历16次调整，其中11次上调，5次
下调。汽油上调4390元/吨，下调1270元
/吨，累计涨幅3120元/吨；柴油上调
4270元/吨，下调930元/吨，累计涨幅
3030元/吨。

“涨多跌少”导致国内对现行定价
机制的非议如潮水般四起。国家发改委
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早在2010年8月，
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就表示，现行机
制仅仅是试行，发改委将对其进行调
整。

2011年8月1日，航空煤油价格改革
施行。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这是国家发
改委在为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市场化

“探路”。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也表示，
正在酝酿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

但是，人们伸长了脖子等到2012年
元旦的钟声响起，定价机制改革的靴子
仍未落地。2012年3月20日，油价一下涨
了五毛钱，这让人们对现行机制的诟病
达到了顶点。

涨价后，国际油价震荡回落，近期
急速下跌。“新机制推出的时机来了。”
不少业内人士纷纷猜测。因为，现行定
价机制就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
际油价暴跌的背景下推出的。时任发改

委副主任彭森近期也曾明确表示，新机
制出台时机应是国际油价趋稳或有所
回调之时。

但市场终归还是失望了，5月9日下
午，发改委发文降油价，对新定价机制
的推出只字未提。有业内人士调侃，哪
吒在母亲的肚子里呆了三年六个月，新
机制的推出酝酿了三个年头了，都快赶
上哪吒了。

时机不对决不推出

虽然发改委一再强调，考虑到经济
全局和民生情况，上调幅度常常并不到
位，但石油巨头觉得目前的机制不够市
场化、导致亏损，社会舆论认为油价涨
多跌少、油价过高，“两头不讨好”的发
改委陷入尴尬局面，为何不推出新机
制，将一切责任推给市场？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朱春凯说，
新机制的推出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
慎之又慎。所以，发改委宁愿挨骂，时机
不对也决不能推出。

“改革的趋势是成品油调价频率加
快，这会给下游行业带来更频繁的冲
击，不利于核算成本。比如，矿山开采企
业刚进了500吨油，还没有用，油价跌
了，那用这500吨油开采铁矿石的成本
就高了。如果企业的承受能力差，那整
个国家的经济就受影响，中国是世界的
加工厂，以生产加工为主，现在完全市
场化还不具备条件。目前国内无原油期
货，货币汇率也未完全放开，不能完全
参照国际做法。”

再有，当前国外地缘政治不稳定。
伊朗核危机可能引发国际石油市场震
荡和油价飙升的事件不能排除，国际原
油价格不稳定，这时候推出新机制交给
市场定价不妥。“我国56%的原油依靠进
口，改革一定会考虑能源安全问题。有
钱也买不到油怎么办？那时骂谁都没有

用。”朱春凯说。
著名能源经济学家、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油气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董秀
成指出，虽然近期国际油价跌了，但今
年以来国际油价在高位震荡，新机制一
旦推出，国内调价更频繁，因此有关部
门可能考虑到稳定物价的需要迟迟没
有推出。

在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
看来，目前也并非改革的好时机，目前
通胀压力刚刚回落，经济也较脆弱，不
利于定价机制改革的平稳推进。

这得到了卓创资讯分析师吕斌的
认同。“从改革的时机来说，在国际油价
稳定或者处于下降通道时顺势推出较
好。如果国际原油处于上升通道时推
出，即使新机制科学合理，但依然可能
给公众造成一个跟涨不跟跌的印象。但
目前油价回调主要是回吐地缘政治溢
价以及对目前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
的反应，预计本次低谷将持续到本月中
旬。”

金银岛资讯分析师韩景媛表示，国内
经济运行局面尚不稳定，此时开放的程度
越大，对下游的影响亦越大，会导致通胀预
期明显增加。如原油期货如回归至80-85
美元/桶，新机制出台可能性较大。

新机制不意味降油价

根据国家发改委官员的说法，改革
总的方向是逐步走向市场化，但并不是
简单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因为成品油价
格背后还负载着社会各方承受能力与
企业经济效益的平衡，以及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等因素。因此，要采取更灵活的
价格形成体系，但在现阶段中国的成品
油定价还不可能完全推向市场。

经过长时间讨论，目前业内形成多
个改革版本，但归结起来无非是：缩短
22个工作日周期；降低4%的调价门槛；

增加挂靠油种；当国际油价低于130美
元时，成品油定价权或交由三大石油公
司自主定价；引入第三方国家媒体定期
发布调价信息增加透明度等。

“各种版本的新机制实质指向一个
方向，新机制推出后，调价更快、更频
繁，但新机制只是更加贴近国际油价走
势，并不能决定是否会把油价从现在的
水平降下来。”卓创资讯分析师冯莹莹
指出。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
也认为，快一点灵活一点，大家不会感
觉“怎么老涨”，而是有上有下。但无论
怎么灵活，都是上升趋势，不可能和原
油脱钩。新定价机制并不能解决油价高
低的问题。

厦门大学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
强强调，新机制将更加灵敏地反映出国
际原油的变化。但目前伊朗问题没有根
本解决，国际油价还有上行压力。一旦
伊朗局势恶化，油价上涨的幅度就会很
大。新机制推出后，大家就面临着比较
快的往上调的问题了。

“改革后，对炼油企业来说，国际油
价上涨就跟着上涨，不会出现‘油荒’问
题。对消费者来说，油价下调，得到实
惠，同样，上涨也很容易。对用油企业来
说，不易核算生产成本。至于国际油价
后期走向，卓创资讯认为，在充裕流动
性的基础下，中长线油价将继续上涨。”
朱春凯指出。

专家普遍认为，新机制一旦推出，
国内成品油价格的变化将更加频繁，这
将考验消费者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在油
价上升之时。但是更加灵敏的定价机制
也能从一定程度上防止价格炒作。

有人指出，无论成品油定价机制怎
么改，要把握两条：一是要体现“市场性
格”，尊重市场规律，强化市场主体，发
挥市场作用。二是更要拥有“民生情
怀”，让定价新机制遏制油价上涨的冲
动，维护公众利益、给力民生。

成品油定价改革之困
本报记者 刘红杰

5月10日凌晨，成品油终于如愿以偿地降价了，但备受关注的成品油定价新机制却“千呼万唤仍未出”。新成
品油定价机制未如期推出，市场猜测原因有二：一是原油价格持续走低，后期走势有待观望；二是新定价机制部
分条款仍需验证。国家发改委为何宁愿背负指责和质疑，也不抛出烫手山芋，把油价交给市场去定呢？据分析，新
机制的推出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慎之又慎。所以，发改委宁愿挨骂，时机不对也决不能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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