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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价猛跌，供暖咋不降价
物价部门：落地煤价跌破每吨777元后才有下调空间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格头条链接

煤热价格联动

出台8年难执行
本报记者 王光营

“煤价降了，市民希望用热费用也
能降；煤价涨的时候我们也想用热价格
能涨点。”记者了解到，市民对用热价格
不满意，热企同样也是满腹委屈。

记者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建设部
在2005年就出台了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
制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各地方制定煤
热价格联动机制。但省城供热管理条例
中对此并未提及，物价部门也并未出台
相关的落地细则。

煤价降了，热价到底降不降？煤
热价格联动机制出台8年了，在实施
过程中，煤热联动方案不细化，这种
滞后让消费者和热企都感到不满意。

“目前只有企业用热实行煤热价
格联动，居民用热暂时还无法纳入。”
据济南市物价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
济南市只对用热企业进行了煤热价
格联动，当煤价波动幅度超过10%时，
热企可对供热价格进行调整，但调整
幅度控制在20%以内。但由于居民用
热比较复杂，为了保证价格稳定，暂
时还无法实行煤热价格联动。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在供热成本
中，煤炭价格占了大约7成，对热价的
影响非常大。但为什么无法制定煤热
联动的细则呢？

对此，一位热企工作人员表示，
煤热联动的前提是供热成本测算的
准确性、合理性，由于供热没有真正按
照计量收费，煤热联动就无法落到实
处。由于居民供热是按面积定价的，
煤热价格无法实施联动。

另外，由于热价并不是完全由煤
价决定，煤炭价格下降后，热价应该
下降多大幅度，煤热换算是个难题，
技术上还无法合理解决。

热计量试点

6月份后退费
本报记者 王光营

随着供暖季的结束，省城济安新
区、杆南西街等小区热计量退费进行
公示，6月份后将正式开始退费。按照
规定，热计量收费试点小区按供热计
量产生的热费收取，低于按面积收费
的部分，供热企业将退还给用户。

据介绍，2012-2013采暖季，省城
供热计量收费仍然执行“两部制”热价，
供热计量收费试点小区内，用热费用等
于基本热费和计量热费之和。基本热费
每平方米10 . 68元，计量热费每千瓦时
0 . 17元。

在去年供暖前，居民已按照面积
交纳了取暖费。供热结束后，按供热
计量热费高于按面积收费的部分用
户不再补交热费，低于按面积收费的
部分，供热企业在供暖期结束后退还
给用户。

业内人士认为，实行热计量收费
不仅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实行煤
热价格联动机制的重要一步。由于目
前省城大多数居民用热设备老化，还
不具备实行热计量的条件。管网不能
可控可调，就无法对居民所用热量进
行精确计量，实行煤热价格联动也就
成了一句空话。

物价部门

落地价每吨777元是调价基准点
“目前的供暖价格是2009

年开始实行的，当时的基准煤
价为每吨777 . 21元。”济南市
物价局价格管理处工作人员
郭连东表示，对于省城热企煤
炭采购价格，物价部门每月都
会进行监测，以便对供热价格
进行调整。

据介绍，济南市目前的居
民用热价格为每平方米26 . 7
元，当时制定价格时的供暖用
标准煤为每吨777 . 21元，按照

成本核算，居民每平米用热价
格应为30 . 3元。但考虑到市民
的承受能力，以及其他省会城
市的价格标准，济南市最终定
为26 . 7元。

郭连东表示，济南市物价
局每月都会对煤炭落地价格
进行监测。2012年1月份的落
地价为每吨1005元，是一个高
峰，1 - 5月份的平均价格为
967 . 99元。2013年第一季度为
用煤高峰，平均监测价格为

811 . 16元。
“与2012年相比，目前的

煤价每吨降了近200元，降幅
确实接近2 0%。”据介绍，济
南市物价部门的监测数据与
市民的感受是一样的，但为
什么不能据此调整供热价格
呢？

郭连东告诉记者，2009年
价格调整后，煤价就一路走
高，但供热价格没有变化。此
次回落也是与煤价最高点相

比，与上次调整的煤价基数
777 . 21元相比，煤价还是处于
高位。

“只有当煤价降到777元
以下，并且持续运行一定周
期后，物价部门才能启动价
格调整程序。”据介绍，供热
价格需要保持稳定，但当煤
价持续下降时，物价部门也
会通过对热企的成本审核，
启 动 价 格 听 证 等 一 系 列 程
序。

“煤价猛跌，都跌去两成多了，供热怎么不降价啊？”对此，济南市物价部门表

示，目前每月都会对热企煤价进行监测，当落地价低于777元以下，并持续一段时间

才有可能调整供热价格。

供暖企业

供暖期开始后煤价可能会上涨
“即使夏季还有不少用户

需要热源，我们目前还在正常
采购煤炭，但与供暖期相比采
购量还是比较少。”省城一家
供热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与前几年相比，今年煤价确实
降了不少。煤炭价格下跌，热
企的压力确实减轻了一些。

煤炭价格降低，热企压力
减轻，今年居民用暖是否有下
调的空间呢？这位工作人员表

示，对热企来讲，煤炭采购是
一种市场行为，受市场波动的
影响比较大。但省城供热价格
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的，热
企无权自行更改，今年的价格
如何调整，需要供热主管部门
制定。

对此，济南市市政部门工
作人员表示，从目前来看，煤
炭价格确实降了不少，但由于
天气炎热，存储难度大，热企

大量采购会造成煤质降低，甚
至有发生自燃的可能。

据介绍，省城供暖季为11
月至次年3月中旬，根据规律，
此阶段煤价一般都比较高，进
入5、6月份开始走低。10月份，
各省市热企开始大量采购，煤
炭价格也将再次走高，供暖期
开始后，煤炭价格还可能上
涨。除煤炭价格外，工资、电
费、维修费等不断攀升，也是

影响供热成本价的重要因素。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省城

有多家热企，大都处于亏损状
态，背负的债务量较大。即使
煤价下降，供热成本降低，热
企和供热主管部门也不会主
动降低供热价格，而会趁机消
化一部分亏损。

“热企有国家补贴，为何
不能给市民让利呢？”对此，不
少市民表达了不同看法。

市民期待

煤价降了，今冬供暖该降降价了吧
“一年多了，煤炭价格一

直往下降，今年的供暖价格是
不是应该降降啊？”3日，市民
王女士拨打本报热线反映，今
年煤炭市场不太景气，煤炭价
格下降了不少。一些优质大卡
煤炭的港口价格保持在每吨
600元左右，与去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近200元。

王女士认为，煤炭价格
在2011年冬季是个高峰期，
进入2012年就一路狂跌，到
去年的供暖季才略有回升，
但一直没有达到2012年的高
点位置。

“煤炭价格降了，供热企
业的压力减轻了，供热部门也
应该下调居民的供暖费用才

对。”不少市民认为。
记者了解到，以秦皇岛

5500大卡煤价为例，2011年11
月份供暖期煤价达到巅峰，每
吨为855元，随后一路走跌至
625元。即使在2012年冬季，每
吨价格也只有640元，每吨降
了215元。与去年同期相比，目
前降幅超过了20%。

“供热用煤虽然略有不
同，但价格走势是一样的。”不
少网友也表示，煤炭在供暖
成本占比最大，煤炭价格跌
势持续了一年以上，已经具
备了降价的条件。既然往年
涨价时候说是成本上升，那
今年成本下降了，供暖费也应
该下调。

煤炭大概占了供热价格成本的七成，储煤是热企每年最重要的工作。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安装热计量表是煤热价格联动
的关键。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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