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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天然气价格改革来了

 不能只算经济账，还得算生态账、综合账和长远账。

 在居民天然气价格调整后不久，水、电定价机制也迎来变化。国家发改委2日发布消息称，逐步将居民用水价格调
整至不低于成本水平，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推行峰谷电价。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院院长林伯强认为，价格的逐步市场化，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不同，或将增加用水用电量较大
家庭的经济支出， 对于用量小的家庭，影响就较小，甚至会受益。

 价格普遍倒挂 居民水价将不低于成本

 7月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包含了
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节水、节能环保等四方面内容。

 对于推进节水改革，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伴学在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
家，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当前城镇供水价格和农业用水价格总体依然偏低，且
调整周期长，价格与成本普遍倒挂，多用水、多付费的累进价格机制尚未全面建立，既不利于城镇供水行业健康发展
和农田水利工程的良性运行，也难以调动用户节水积极性。

 意见提出，完善城镇供水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将居民用水价格调整至不低于成本水平，非居民用水价格调整至补偿
成本并合理盈利水平。适时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全面推行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对标先进企业，科学制定用水定额并动态调整，合理确定分档水量
和加价标准，2020年底前要全面落实到位。缺水地区要从紧制定或修订用水定额，提高加价标准，充分反映水资源稀
缺程度。

 林伯强对中新经纬表示，水价与成本长期倒挂，通过理顺价格机制，有利于节约资源，促进绿色发展。

 作为用水大户，农业用水占中国总用水量的60%以上，但有效利用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意
见也要求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在此之前，天然气价格改革已经先行一步。今年5月底，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决定自6月10日起，将居民用气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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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门站价格管理改为基准门站价格管理，供需双方可以基准门站价格为基础，在上浮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
定具体门站价格，实现与非居民用气价格机制衔接。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当时表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自2010年以来一直未作调整，平均门站价格为每立方米1.4元左
右，不仅低于进口气供应成本，也低于国产气供应成本。该负责人称，对城镇居民家庭，每户每月基本生活用气20立
方米左右，按最大调价幅度每立方米0.35元测算，每月增支7元左右。

 完善峰谷电价形成机制

 “两高一剩”行业受限制

 在电价方面，意见提出，完善峰谷电价形成机制。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可在销售电价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建立峰谷
电价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扩大销售侧峰谷电价执行范围，合理确定并动态调整峰谷时段，扩大高峰、低谷电价价差
和浮动幅度，引导用户错峰用电。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推行居民峰谷电价。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岳修虎2日说：“峰谷电价就是根据每天需求量的变化，分成了高峰、平段和低谷三个时段
，不同时段用电价格不一样，高峰时段的电价高一些，低谷时段低一些。政策实施之后，引导用户错峰用电，更多地
使用低谷时候的低价电，这对于提高电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发挥积极作用。”

 岳修虎还称，地方可以结合自身实际，确定什么时候是“峰”，什么时候是“谷”，也允许地方拉大高峰和低谷时
段的价差。

 对于此次价改是否增加居民负担，岳修虎表示，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必然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和费用，不
能只算经济账，还得算生态账、综合账和长远账。但他也称，在价格政策制定和价格改革过程中，不影响民生，充分
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特别是要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不受影响。

 林伯强认为，水电气的市场化改革，将会在一定程度增加居民负担，但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不同。“不管是阶梯水价
，还是峰谷电价，都会增加用量较大家庭的经济负担，但对于用量小的家庭，影响就较小，甚至会受益。”他说。

 除了居民用水、用电价格，非居民水电价格调整也是重要的方面，而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将不得不接受更高的价格
。

 水价方面，意见称，对“两高一剩”等行业实行更高的加价标准，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电价上，完善差别化电价政策。全面清理取消对高耗能行业的优待类电价以及其他各种不合理价格优惠政策。严格
落实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钢铁、黄磷、锌冶炼等7个行业的差别电价政策，对淘汰类和限制类企业用电（含
市场化交易电量）实行更高价格。

 林伯强称，政策对引导企业减少能源消耗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在具体的落实上，可能存在一些障碍。他说：“一些
高污染、高能耗企业，是一些地方的纳税大户，提高这些企业的用电用水价格，有一些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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