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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以來，國家發改委規定，「當國際市場原
油連續22個工作日移動平均價格變化超過4%時，

可相應調整國內汽、柴油價格。」這一規定執行了三年
有餘，內地油價也隨之一路飆升，漲多跌少。一時間民
怨沸騰。今年3月，改革序幕開始拉開，國家發改委做
出調整，內地成品油調價周期縮短為10天，並取消了國
際市場油價波動4%的幅度限制。
此次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明

確，「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
價格的機制」的改革
方向，強調「凡
是能由市

場形成價
格的都交給

市場，政府不進行
不當干預。推進水、石

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
等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

格。」這為今後價格形成機制改
革明確了前進方向，提出了基
本要求。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表

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價格是扭曲的，資源配置
就會失去正確的導向，資源配置的結構就不合理，效率

不
高。多年
來，中國經濟結構
不合理，經濟發展方式粗
放，經濟發展所付出的資源環境成
本較高，價格扭曲是重要原因之一。

價格扭曲 配置不合理

韓文秀認為，政府定價要注重在「減」、「放」、「改」
方面下功夫：「減」，就是進一步減少政府定價的範圍
和具體品種，包括對自然壟斷行業也要加以細分，使政
府定價限定在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要深化壟斷行業改
革，引入競爭機制，為減少政府定價創造條件。
「放」，就是按照簡政放權的要求，進一步下放給地方政
府價格部門定價權，以就近管理，更好地反映當地實
際。「改」，即進一步改進政府定價方法，提高政府定
價的科學性、公正性和透明度。
專家表示，價格機制是資源能源體制改革的核心，價

格由市場形成，將會指導市場行為，企業的投資行為也
會圍㠥價格信號轉，價格改革到位，資源能源改革就到
位。
廈門大學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表示，在能源

領
域，將政
府定價範圍主要限
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
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是擺
正政府參與能源市場的位置，將有益於能源價格進一步
改革。

統籌兼顧多重利益

中國石油大學油氣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董秀成表
示，通過能源價格市場化改革，完善能源價格形成機
制，適度提高能源價格，可能緩解當前經濟、能源、環
境三者失衡的矛盾。
談及下一步改革舉措，韓文秀指出，水、石油、天然

氣、電力、交通、電信等資源性產品、壟斷行業領域價
格改革，要堅持市場化方向，提高市場化程度。完善農
產品價格形成機制，要注重發揮市場形成價格作用，統
籌兼顧國內與國際、中央與地方、產區與銷區、農民與
消費者等多重因素和利益關係。
韓文秀強調，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必須

深化資源性產品、壟斷行業及農產品等重點領域的價格
形成機制改革，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真正通過更加合理有效靈活的價格槓桿，優化全社會資
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長期持續健康發展。

政府 由市場定價減放改
解決經濟能源環境失衡矛盾 一石三鳥

民眾憂改革＝漲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對普通民

眾而言，水價、電價、氣價、油價等與日常生活息
息相關、密不可分。因此，資源性產品市場化改
革，尤其是價格市場化便成為此次最受外界關注的
焦點之一。
近年來，隨㠥煤電併軌、階梯電價與水價、成品

油等定價機制調整的推進，中國資源性產品整體的
價格改革已經漸漸浮出水面，而《決定》中「市場
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表述，更是彰顯
出中央改革的決心。
《決定》指出，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

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推進水、石油、天然
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
性環節價格。但是在不少民眾的觀念中，資源品價
格改革就等同於物價上漲——這是內地各地「聽漲
會」所帶來的嚴重後遺症。

發改委：打破壟斷體現供需

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司副巡視員郭建英日前表
示，內地現階段在推進資源環境價格改革過程中，
普遍存在漲價現象。
所以，在今後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應當

避免資源物價迎來全面「漲聲」的趨勢。推進資
源品價格的市場化改革，既要打破壟斷行業的既
得利益，又要體現資源的稀缺性並考慮居民的承
受能力。

資源稅改革 牽一髮動全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財政

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近日指出，從價格角
度切入的改革必然連帶資源稅改革，資源稅改革
是推動基礎品、能源品價格改革的重要契機，牽
一髮而動全身。
內地資源稅改革從未止步。前兩年，原油、天

然氣資源稅從新疆開始試點，於2012年擴大到全
國，而煤炭資源稅因為種種原因改革滯後。

煤炭稅明年從價計徵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快資源稅改
革」、「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
財政部財科所研究報告稱，煤炭資源稅的從價計
徵改革將於明年上半年內實施，到2015年末，資
源稅的從價計徵改革擴展至其他礦產資源。

賈康指出，從煤到電的基礎能源的比價關係和
價格形成機制，要通過改革消除嚴重扭曲，來反
映現在在資源環境制約之下資源品、基礎品的稀
缺性，促使煤炭節能降耗、低碳發展、追求可持
續性。

煤企成本料轉嫁電企

賈康表示，不過，對煤炭徵收資源稅後，煤炭
稅負上升，不可能讓煤炭企業全部吸收，這不合
乎邏輯。煤炭企業可能在市場經濟中吸收一點，
但更多的是要往中下游傳導。
賈康認為，如何通過正常的競爭讓稅負往產業

鏈的中游和下游傳導是關鍵，要同時推進電力部
門的配套改革。期待㠥新一輪的價財稅聯動改
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坤領北京報道）「完善市場
決定價格的機制」，三中如是表述。專家指出，三中
全會決定有關資源能源領域的改革，基本延續了一直
以來市場化導向，更開放、更市場化，上述要求具有
普遍意義；一直以來，中國資源能源領域改革滯後於
全局，資源品價格受國際市場影響波動較大。如何形
成「中國價格」，融入並反過來影響國際市場，是今
後努力方向。
對外經貿大學能源經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王煒瀚

對本報記者表示，「資源能源領域改革欠賬太
多」，上世紀90年代末內地組建兩大石油公司，
石油領域改革才提上日程，這比內地改革開
放，已經落後了近20年。
王煒瀚表示，儘管近年來水電油氣多領域改

革不斷推進，資源能源領域的頂層設計仍較為
原始，多有計劃經濟的影子，問題頗多。「下
一步改革應減少利益集團的阻礙，形成中國的
資源品價格市場，並逐步成為國際市場的一部
分。反過來，中國市場的波動影響國際。」他
說。
「可以說，不論是生產要素層面，還是產品

價格層面，市場化程度都不足。」王煒瀚表
示，首先，資源能源改革需要解決市場准入問
題，「不能只允許國有企業開發國家資源」；
其次， 分配機制需要市場化，「發改委決定原
油給誰使用，不給誰使用，能算市場化嗎？」

既得利益游說 考驗智慧

「資源被定義為國家資源，如果只允許國有
企業開發，只不過從一個口袋放到另一個口
袋。市場准入和分配不解決，就沒有資源品市
場，也就無從形成市場決定價格的局面。」王
煒瀚強調，正是如此，直接導致了資源能源領域
從來沒有「中國價格」，只能跟㠥國際趨勢走。
王煒瀚認為，在具體產品層面，內地成品油價格形

成機制掛靠國際原油價格不妥，而應接軌國際成品油
價格。「打個比方，成品油與原油，好比麵包與麵粉
的關係。中國麵包的價格應參照國際麵包價制定，而
不是麵粉。」
專家認為，市場化最大的阻力仍來自既得利益集

團，如何避免企業層面游說政策制定者，最大限度降
低企業對政策的影響，考
驗政府決心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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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凡是能由

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

當干預。推進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

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

價格。政府定價範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

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提

高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

■除關係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涉及全國重大

生產力佈局、戰略性資源開發和重大公共利

益等項目外，一律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

策，政府不再審批。

■加快資源稅改革，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

■加快自然資源及其產品價格改革，全面反映

市場供求、資源稀缺程度、生態環境損害成

本和修復效益。堅持使用資源付費和誰污染

環境、誰破壞生態誰付費原則，逐步將資源

稅擴展到佔用各種自然生態空間。

摘自《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

題的決定》

摘錄：記者劉坤領

資源能源改革看點

小 料料資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三中全會《決定》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推

進水、石油、天然氣、電力等領域價格改革，向外界傳達鬆綁資源能源價格管制的信號。專家指

出，政府在定價方面「減」、「放」、「改」，理順資源品價格體系，讓「中國價格」接軌國際，才

能提升資源能源的使用效率，一併緩解當前經濟、能源、環境三者失衡的矛盾，達至一石三鳥的

效果。

■成品油價格改革：由10個工

作日的調價周期，逐步向最

終放開價格、完全由市場決

定過渡。

■天然氣價格改革：理順存量氣

價格，參照居民階梯電價方式

管理。政府只監管管道運輸價格和

配氣價格。

■電價改革：逐步建立發電售電價格由

市場決定、輸配電價格實行政府定

價。放開居民、農業用電之外的銷

售電價。

■水價改革：逐步提高工程供水

價格和水資源費徵收標準，

推行居民生活用水階梯價格

制度。

■交通運輸和電信資費改革：

建立隨公路運輸價格變動調

整的機制，實行政府指導

價；電信領域擴大市場准入，

規範電信資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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