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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难牵的价改牛鼻(2006年3月11日)

文章作者：

    已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像一列呼啸的列车疾驰而过贸易、投资和工业产出等各大高峰站点。然而，继续依靠管制汇率、

油价管制、电价管制，或廉价的土地、无社保的农民工、低成本的环境保护等等，中国经济特快已无法强行通过横亘在机车前方、越来越深

邃的价格大裂谷。 

眼下，国务院下属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际统计局三大部委局正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政策目光投射到价格方面，

其中，以油价最为醒目。与此同时，国际上，合计占全球产油量三分之二的伊朗、伊拉克和尼日利亚三国的国内外局势严重恶化，受此影

响，国际原油价格再度上扬。 

新一轮价格改革的漩流风生水起，中心是油价。 

拉动价格走势上扬 

2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1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去年上涨3.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4%。在

工业品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4.2%，而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有小幅下降，同比下降0.3%。 

在生活资料出厂价中，占产值比重较高的食品类和初始价格较高的耐用消费品两类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5%和2.4%，而衣着类和一般日

用品类分别上涨1.4%和0.8%。这预示，生活资料价格未来走势会保持平稳甚或有所上升。 

在工业品价格方面，采掘业成为工业产品价格上涨的领头羊，涨幅为25.2%。原料工业上涨6.4%，加工工业上涨0.1%。分品种来看，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6.6%，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上涨13.2%。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比

去年同月上涨12.7%，其中，原煤出厂价格上涨12.4%，涨幅回落4.1个百分点。 

最为醒目的是，原油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40.7%，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2个百分点。成品油中的汽油、煤油和柴油

价格分别上涨25.9%、22.6%和21.9%。此外，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中，燃料动力类、有色金属材料和化工原料类购进价格分别

比去年同月上涨17.7%、14.6%和0.8%，黑色金属材料类下降1.6%。 

补贴政策压力增加 

2月22日。国家发改委指示要求，继续执行即将到期的航空燃油加价。而在此前的春运期间，航空客票出现大幅度下调，两折和一折票

价时有出现。为什么票价可以如此走低而航空燃油加价却要继续执行呢？ 

原因在于，航票价格的构成可分两个部分：一是市场决定的；二是政府有直接或间接补贴的。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航空燃油。所

以，加价部分就在一定程度上直接转嫁给消费者，采取价外标示的方式。燃油加价的财务单列事实上为航空公司间过度的票价竞争设置了底

线，避免激烈的价格竞争冲击不断上跳的油价部分。这说明，油价补贴已经成为航空等产业价格竞争的软肋。 

之前，国家发改委等政府机构发动了一场炮轰小排量机动车行驶地方性限制的舆论攻势，目的在于降低交通油耗，减少经济体系的燃

油成本。事实上，整个燃油体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价格补贴。中国与国际市场存在较大的燃油价差一度引发燃油走私出境。补贴价格导致燃

油供应紧张，一些地区出现“油荒”。 

油价补贴还造成了“高车价、低油价”的中国特色的机动车运营模式。伴随着中国机动车产销量的快速扩张以及国际油价的上涨，中

国必然改变这种“逆价”模式，转向国际通行的“低车价、高油价”的模式。 

将掀第三波价格改革 

2月22日，人民银行透过《2005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呼吁第三波价格市场化改革。央行报告认为，我国资源价格偏低，

而且资源性产品之间比价关系不合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同时，报告建议，有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

性作用，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 

报告指出，我国资源价格基本上是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只反映了资源开发成本，没有全面覆盖环境破坏成本和安全生产成本，资

源税也很低，罔顾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扭曲与压低了资源价格。原油和成品油的价格虽依国际市场变动情况而调整，但往往调整

滞后，调整幅度也不足。资源性产品之间比价关系也不合理。以电力与替代燃料的比价关系为例，我国单位兆焦的电力价格仅近于燃料油和

天然气的70%、液化气的67%、人工煤气的56%。 

由于国内的资源价格管制形成国内外价格落差，进而价差导致的低成本扩张了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影响到汇率管制体制的稳

定。正是基于此，在2003年炮轰房地产价格过高之后，作为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管理者的人民银行开始炮轰油、电等过低的管制价

格。 

由此不难发现，整个政府价格管制体系发生松动。继1980年代的以粮食价格为核心的第一波价格改革——商品流通价格改革，以及

1990年代以土地价格为核心的第二波价格改革——经济要素价格改革之后，以油价等资源价格为核心的第三波价格改革已成“山雨欲来风

满楼”之势。 

虽然每一波价格改革的重心或有不同，但是价格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即市场化。  



与往不同的“破茧”之旅 

在2005年10月召开的“全国资源价格改革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宣布决定全面推进水价改革，积极推进电价改革，完善石油天然气

定价机制，全面实现煤炭价格市场化，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目前，我国水价改革已稳步实施，天然气出厂价格改革方案顺利出台，煤

电、煤热价格联动机制也已初步建立。但是，油价方面的动作却不明显。 

1980年代，以粮食价格为核心的第一波价格改革推进了中国经济体系的商品化，城乡间的计划壁垒受到冲击，为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

的货币化奠定了基础；1990年代，以土地价格为核心的第二波价格改革发轫，各地方在土地开发中获益匪浅，土地要素的货币化和资本化

极大地推进了投资增长，并为农村劳力转移创造了广阔的空间。进入21世纪，受到自由贸易的刺激，投资、工业产出与贸易等放量增长，

拉动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价格冲高，车路超载、油电荒、民工荒等经济瓶颈一再出现。 

前两波价格改革中，以粮食为主的流通商品和土地都存在规模庞大的增量或存量，价量关系在冲高放量中取得平衡。但是，与前两波

价格改革所不同的是，由于缺乏充足的增量或存量，第三波价格改革将强烈冲击固有的利益格局，并必然一波又一波地将价格改革效应外溢

到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或领域。 

我们注意到，在价格的形成机制方面，水价、煤价、地价，以及电价等依托输送网络，有着很强的地域因素或行业因素等限制，因

此，其价格改革可以在不同区域或不同行业分散进行，逐步推进稳妥的渐进式价格改革。相对而言，油品的输送却有着极大自由度，地域限

制或行业限制都很弱。因此，油价市场化改革难以在行业或地区等方面进行区隔，只能是通盘的、全国性的。另一方面，水、煤、地、电诸

资源供给来自国内，殊少进口，几乎可以忽略国际价格，但是，原油和成品油的供给有着国内和国际两个来源，价格改革还必须适应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的状况。 

油价市场化不仅意味着政府价格管制或补贴的消失，而且意味着缩小与消除国内外的价格落差。由此，油价的市场化改革将成为检验

第三波价格改革成败的试金石。 

渐进市场化的经济已经走到一个需要全面推动价格改革的新阶段。一波又一波的价格市场化改革不仅冲击管制价格，而且瓦解计划体

制。油价市场化将推进中国经济全面市场化，破重重计划体制之茧，最终走出计划与市场并存的转轨过渡阶段。 

文章出处：《证券市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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