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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介绍输配电价改革有关情况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于2016年3月29日上午9：30在国家发改委中配楼三层大会议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输配电价
改革有关情况，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改委主任施子海介绍了推进价格改革的工作情况。

 以下为文字实录：

 施子海：

 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价格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也请大家今后一如既往地给予关注和帮助。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是输配电价格改革有关情况，和我一起参加发布会的有
：我的同事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巡视员张满英先生，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助理、教授张粒子女士，云南省物价局局长郭继
先先生，山西省物价局副局长庞金龙先生。云南是2015年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地区，山西是2016年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地
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价格改革工作，特别是2015年10月，印发了《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5]28号），明确了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
进价格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借这个机会，我向大家简要通报中发28号文件印发以来，贯彻落实
若干意见、推进价格改革的工作情况，大体有六个方面：

 第一，制定出台贯彻落实的文件。编制了《推进价格机制改革专项行动计划（2015-2017年）》（简称“三年行动
计划”）、《2016年价格工作要点》，把各项重点改革任务作了进一步分解，在具体措施、实施步骤等方面进行了细
化实化，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各地也在抓紧制定落实中发28号文件的实施意见。目前，河北、辽宁、内
蒙古三省区的实施意见已经出台；江苏、福建、湖北、广东、四川、重庆、北京、吉林等10多个地方的实施意见正在
按程序上报党委、政府审议；其他地方也在抓紧研究拟定实施意见或工作方案。

 同时，建立了督查制度，对各地推行居民阶梯气价制度、居民阶梯水价制度、调整污水处理费、完善机动车停放服
务收费政策、输配电价等五项重点改革任务，按月调度、按季通报，确保落实到位。

 第二，全面修订中央和地方定价目录。国家发改委于2015年10月下旬公布了重新修订后的《中央定价目录》，具体
定价项目减少80%左右。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定价目录也在2015年底前全部经国家发改委批复并公布施行，
具体定价项目平均减少55%左右。实现了政府定价权力的清单化，做到了确保目录之外无定价权。

 第三，提早公布稻谷最低收购价格和棉花目标价格。为引导农民种植，2月初公布了2016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早
籼稻、中晚籼稻、粳稻分别为每50公斤133元、138元和155元，其中：早籼稻较2015年下调2元，中晚籼稻、粳稻维持2
015年水平不变。继续在新疆开展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3月中旬即公布了2016年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比2015年
降低500元，同时比去年早发布了20天，方便农民安排生产，稳定市场预期。

 第四，清理规范各类收费，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具体包括五个方面工作：一是下大气力清理规范港口收费、进出
口环节收费、长江沿线涉及航运企业收费、中欧班列出入境收费，取消船舶港务费等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完善船舶
使费和港口设施保安费收费政策，出台新的《港口收费计费办法》。这些政策出台后，收费透明度进一步增强，收费
秩序明显规范，相关企业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年可减轻相关企业负担70亿元以上。二是完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定价
机制，较大幅度下调了费率水平，自今年9月6日起实施。每年可降低商贸流通企业成本约74亿元。三是部署进一步清
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6个部门的12项收费标准。每年减免金额达到40亿元。四是清理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
。目前中央本级已没有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五是自今年1月起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简
化了管理环节，方便了执收单位，同时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建立了收费单位收支状况报告制度、收费政策执行情
况后评估制度。

 第五，普遍推行居民阶梯价格制度。目前，已在除新疆、西藏外的29个省份实施居民阶梯电价制度，在除青海、西
藏外的29个省份、500多个城市实施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在除重庆、新疆、西藏外的28个省份、360多个城市实施居民
阶梯气价制度。阶梯价格制度“保基本、保节约”的政策效应初步显现，比如，实行阶梯水价制度的城市，节水率平
均在10%左右。

 第六，重点领域价格机制改革取得新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五个领域：一是成品油。针对国际市场油价异常大跌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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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2016年1月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设置价格调控下限（即40美元的“地板价”），简化调价操作方式
，并放开液化石油气出厂价格。这是分类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的重要措施，支撑了新能源和替代能源健康
发展，也有利于国家能源安全。二是天然气。2015年11月大幅降低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每立方米降低0.7元），同时
建立更具弹性的价格机制，将非居民用气由最高门站价格管理改为基准门站价格管理，供需双方可在基准门站价格上
浮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门站价格，进一步提高了天然气价格市场化程度。这一项改革减轻下游企业
负担430亿元。三是医疗服务。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还印发了《关于加快
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受理审核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及时受理、高效办理，以鼓励研发创新、促进医疗
新技术及时进入临床。四是交通运输。今年1月1日起，将高铁动车组票价交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同步加强
价格行为监管。目前，占铁路旅客运输量40%左右的票价已由运输企业自主定价。同时，还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推进民航运输价格和收费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五是电力。完善煤
电价格联动机制，明确基准煤价、电价，公开联动公式。今年1月1日再次实施煤电价格联动，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全
国平均每千瓦时3分钱，年可减轻工商企业电费支出近300亿元。在水泥行业实行基于能耗的阶梯电价，促进节能减排
。再有一个，就是输配电价改革。

 输配电价改革是电力体制改革和价格机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电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电力价格改革
的总体思路是“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推进市场化。输配电价改革就是“管住中间”的关键改革措施，目的是转变
对电网企业的监管模式，打破电网在“买电”和“卖电”两头的“双重垄断”，为电力价格市场化奠定基础。简单地
说，过去，电网企业主要通过收取“卖电”和“买电”的“差价”获取利润，改革后将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的原则收取“过网费”。

 在深圳、蒙西试点的基础上，2015年我委决定在云南、贵州、安徽、宁夏、湖北五省（区）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
。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家能源局指导相关地方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和监审机构、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组成了5个联合
监审工作组，交叉开展对试点省（区）电网公司的成本监审。根据成本监审的结果，并综合考虑第一个监管周期的投
资增长、电量增长因素，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复了五省（区）电网企业第一个监管周期（2016-2018年）的准许收入和
输配电价水平，由相关省（区）价格主管部门对外公布。参加第一批改革的五省区输配电价降价空间达到55.6亿元。
今年，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12个省级电网和1个区域电网。

 第一批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成果落地，表明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电网有效资产为基础，保障电网安全运行、满足电力
市场需要的独立输配电价机制，实现了电网企业监管模式的转变，有利于强化电网企业自我约束，提高效率、降低成
本；有利于电网企业无歧视向所有用户开放，通过竞争提高电力市场运行效率，促进电力供应和需求总量平衡、结构
优化；有利于推动电力市场交易，为扩大市场形成电价范围创造条件。

 我先介绍这些情况，下面请大家就“输配电价改革”这个专题进行提问，大家提问过程中先通报一下代表的媒体，
同时一次就提一个问题。其他有对输配电价改革感兴趣的可以和新闻办联系，我们进一步沟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
求，下面开始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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