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阶梯水价领军

电油气价改纷纷跟进

这个夏天，山东居民在家中开空调
时都要考虑一下，享受清凉的同时会不
会超量用电。7月起，我省居民阶梯电价
正式实行。

如果一户家庭每月用电500度的
话，相比阶梯电价实施前，每户每月
的电费要多支出39 . 5元，一年下来就
是474元。这就是实行居民阶梯电价
的初衷———“劫富济贫”。按照国家发
改委的调研测算，5%的高收入家庭的
用电量占到居民用电量的24%，10%
的高用电量家庭消费了33%的居民用
电。通过实行居民生活用电，可以根
据不同居民的承受能力实现用电成本
的公平负担。

按照这一原则，居民阶梯水价调整
今年已先行一步，2月1日，长沙率先实
行居民用水阶梯价格方案，并将水费由
每吨1 . 88元上调至每吨2 . 58元；随后，
广州、海南、重庆、武汉、桂林等20多个
城市纷纷跟进酝酿阶梯水价听证方案。
目前在我国36个大中城市，已有17个城
市实行了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

和水电价格改革的雷厉风行相比，
多年来久拖未决的油气定价体系改革，
也在今年有了“破冰闯关”的迹象：自
2009年国家发改委确定成品油价格“22
+4”的定价体系以来，这一定价机制调
价周期过长、透明度不够等弊端逐渐显
露。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彭森曾表示，今年要择机推出成品油价
格改革方案，而且将在国际原油价格稳
定回落的情况下推出。随着近期国际油
价一路走低，且短期内仍将处于下降通
道，有分析人士认为，成品油定价新机
制有望在3季度出台。

3日，天然气现货在上海石油交
易所正式上市，这是我国首次采用市
场化方式解决天然气动态调峰需求，
也被市场人士认为是对中国天然气市
场化价格改革的积极探索。国家能源
局局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表
示：今年以水、电阶梯价格改革先行
先试，为煤炭、石油等能源“大改革”
探路的资源类商品价格全面改革又向
前了一步。

高能耗PK低价格

资源商品价改箭在弦上

由于水电油气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对其价格进行调整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扰
动物价总水平进而影响百姓衣食住行。

今年，国际原油价格受世界经济低
迷影响一路走低，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望
在“三连跌”后回到“6元”时代；同样，煤
炭价格也在“黄金十年”后完成轮回，开
始暴跌；再加上肉菜价格回落，月度CPI
同比增幅有望回落至3%以下，这一系
列的价格下行，都为国家以较小的影响
推动资源商品价改，提供了绝佳机会。

除了今年推动资源商品价改的“时

间窗口”打开，节能减排的压力以及转
方式、调结构的重大发展战略，都将资
源商品价改推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
发”的关键时刻。

虽然实行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
在我国已走过30余年的历程，但水电油
气等重要资源类商品价格，依然停留在
计划经济时代的“廉价水”、“计划电”状
态。市场化生产与计划时代价格之间的
严重背离，使得频频发生的“电荒”、“气
荒”和“油荒”，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始终

挥之不去的阴影。
以“电荒”为例，2010年元旦，多年

不遇的极端严寒天气，使我省的用电负
荷显著增多，但我省的电煤库存量仅能
艰难维持在9天的水平，因无煤可烧而
不得不断电的尴尬如影随形。“这就是

‘市场煤’与‘计划电’之间的矛盾。”山
东省电力集团人士介绍，由于煤炭价格
早已随市场行情自由浮动，发电价格却
因为国家控制而无法调整，每当煤价过
快上涨，发电企业只有亏损的份儿，为

了止损，发电企业不得不减少发电量，
从而在用电高峰时造成“电荒”的窘境。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定价体系滞后
引发的“能源荒”，自2009年开始，我国
原油消耗总量的50%以上都要依赖进
口；天然气与煤炭进口量，也在逐年增
加；再加上我国本就短缺的人均水资
源；资源使用中的日益稀缺匮乏与能源
消耗中的廉价、粗放，使得资源领域成
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死角。

是“改价”还是“涨价”？

价改下更需民生保障

虽然此前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负责
人曾明确指出，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
重点是理顺价格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并不能简单地
等同于“涨价”，可事实上，今年以来密
集扎堆的水价、电价听证会，价格“逢听
必涨”已成客观事实。

居民阶梯电价改革，虽然众多省市
大幅提高了首档不加价的基本用电量，
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多用多花钱，少用
不少花钱”；同样，今年以来全国20多个
城市在实行阶梯水价方案之外，还迎来
了平均幅度超过30%的价格上涨；而油
气价格的新定价机制，也难以避免涨
价。

“以往我国资源类公共产品价格比
较低，为理顺价格关系，改革的方向可
能表现为‘加法’多一些，‘减法’少一
些。”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林伯强认为，“但在做加法时，如何
实现公平合理的定价，则是价格改革能
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由于水电油气等资源类价格改革，
关系着政府、公用事业企业、居民等多
方利益。作为生活必需品，资源类产品
既不能因价格过高而冲击基本民生，作
为重要的基础商品，又不能因为价格过
低而让政府“大包大揽”，全由财政买
单。

正如国家发改委对资源类商品价
格改革的整体设计，水电油气的价格
将会最终市场化定价，这一过程将通
过稳步提高价格来实现资源价值，配
以资源税改革和资源补偿费改革同步
实现。

不过，此次全程参与我省居民阶
梯电价听证的山东财经大学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陈华教授则认为，“水电油
气等资源性产品，既是市场商品，同
时也是公共产品，关系到千家万户的
切身利益，所以调整价格时首先应确
保中低收入群体不能受到太大影响，
在设计改革方案时必须细化，考虑到
特殊群体的民生保障，不能挑战老百
姓刚性需求的极限。”

陈华认为，“水电油气属于基础商
品，价格调整要把握好节奏，密集调价
不利于经济稳定，一步到位也不现实。
但无论如何调价，都应该秉承公开透明
的态度，在导致资源价格成本上涨的因
素里，哪些该由市民分担，哪些不是，上
涨多少才合理？只有这样，价改才能被
公众接受和认同。”

阶梯电价带动水油气价格改革提速

能源价改下的民生博弈
本报记者 崔滨 实习生 肖明鑫

从这个月开始，“多用电多交钱”的阶梯电价，开始在除新疆、西藏外的29个省市区全面铺开；在此之前，长

沙、武汉、广州、海口等地的水价调整和阶梯水价，早已紧锣密鼓推进。本月3日，天然气现货的公开交易在上海石

油交易所正式启动，随之而来，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新定价机制，有望最早在3季度初见分晓。

在经济增长回落和物价总水平走低的促动下，水电油气等一系列资源性公共商品价格开始集体“闯关”。可

如何兼顾促发展与稳民生、市场化与保民生，正演变为一场寻找各方利益平衡点的复杂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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