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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价格改革影响透视(莫万贵；3月27日)

文章作者：莫万贵

  我国资源价格水平长期偏低，导致了资源浪费严重和粗放型经济增长。2006年将从五个方面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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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价格改革最直接的效应是资

源价格水平的上升，这必然会推动我国未来价格水平上升。本文在假设上述资源价格改革的措施2006年会基本实施、其它条件不变的基础

上来分析资源价格改革对2006年价格水平的总体影响。  

  一、资源价格改革对未来价格的直接影响分析 

  （一）成品油价格上涨将拉动CPI、PPI分别上升约0.17和0.28个百分点 

  我国石油定价机制改革是要坚持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的方向和原则，建立既反映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变化，又考虑国内市场供求、生产成

本和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的石油价格形成机制。当前国内原油价格已经与国际接轨，但成品油价格机制仍未理顺，国际成品油价格高

于国内。按2月份的平均价格计算，相应地国际布伦特原油平均收盘价格约为59.9美元每桶，国际汽油出厂价格约高于国内出厂价格6.6%，

国际柴油出厂价格约高于国内出厂价格11.6%。因此，如果2006年推进石油定价机制改革，其直接影响是成品油价格上升。 

  估计2006年国际原油价格（WTI原油价格）维持在每桶55至60美元运行的可能性很大，全年国际原油平均价格（WTI原油平均价格）为

每桶58美元。初步测算，国内汽油含税出厂价格全年比目前价格（90#汽油4550元/吨）上涨10%左右，柴油含税出厂价格比目前价格（0#

柴油4312元/吨）上涨13%左右，才能与国际成品油出厂价格水平相当。综合考虑，我们预计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使得全年国内成品油价格

平均上涨10%左右，将直接拉动PPI上升约0.28个百分点，直接拉动CPI上升约0.17个百分点。 

  （二）天然气价格上涨将拉动CPI、PPI分别上升约0.05和0.2个百分点 

  改革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的具体内容是：简化价格分类，将天然气出厂价格归并为两档价格；天然气出厂价格改为统一实行政府指

导价，一档天然气出厂价在国家规定的出厂基准价基础上，可在上下10%的浮动范围内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二档天然气出厂价格在国家规

定的出厂基准价基础上上浮幅度为10%，下浮幅度不限；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每年调整一次，调整系数根据原油、LPG(液化石油气)和煤炭

价格五年移动平均变化情况，分别按40%、20%和40%加权平均确定，相邻年度的价格调整幅度最大不超过8%。在3-5年过渡期内，一档气价

暂不随可替代能源价格变化调整。 

  按照上述机制，自2005年12月26日起，各油气田供工业和城市燃气用天然气出厂价格每千立方米提高50-150元；化肥用天然气出厂价

格每千立方米提高50-100元。据测算，此次涨价的平均幅度在10%左右，对2006年CPI直接拉动作用约为0.05个百分点，对PPI的直接拉动

作用约为0.2个百分点。 

  （三）煤价和电价上涨将共同拉动CPI、PPI分别上升约0.18和0.1个百分点 

  总体上来讲，2006年电力紧缺的局面将得到极大的缓解，钢铁将出现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因而对煤炭的需求增长也将缓解，预计

2006年国内煤炭价格不会出现较大幅度上升，冶金煤有可能会出现下降，国际煤炭价格也将出现较明显的回落。 

  2006年国家发改委希望由煤炭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电煤价格，将电煤价格彻底市场化，并很有可能第二次启动煤电联动方案，通过市场

化方式实现煤电价格的良性互动。目前市场煤与电煤的平均价格相差约为51元/吨，因此实施电煤价格的完全市场化和煤电价格联动，势必

会推动煤炭总体价格水平和电价上升。我国合同电煤占发电用煤的20%-30%，比市场煤价格低20%左右，电煤价格市场化意味着综合煤价上

涨4%-6%，发电企业的成本会因此提高3%-4%，电价提高1-2分钱每度，会使发电企业保持一定的盈利。因此，我们预计2006年煤炭价格将

上涨5%左右，对PPI的直接拉动作用约为0.09百分点，对CPI的直接拉动作用分别为0.02百分点；电价上涨3%左右，对PPI的直接拉动作用

约为0.09百分点，对CPI的直接拉动作用分别为0.08百分点。 

  （四）水价上涨将拉动CPI、PPI分别上升约0.19和0.20个百分点 

  推进水价改革就是要加大水资源费征收力度，扩大水资源费征收范围，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推进农业用水价格改革，推行面向农民

的终端水价制度，逐步提高农业用水价格；合理提高水利工程和城市供水价格；全面开征污水处理费，尽快把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到保本

微利水平；研究建立国家水权制度，探索建立水权市场，利用市场机制优化水资源配置。 

  我国的水价格中，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占的比重过低，以居民生活用水为例，污水处理费只占水价的20%左右，而在发达国家平均占

50%左右，现在许多污水处理企业亏损严重。预计2006年各地水价还将大幅上涨，其中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上涨较为明显，水价的总体涨

幅在10%左右，对PPI的直接拉动作用约为0.20个百分点，对CPI的直接拉动作用约为0.19个百分点。(见下表) 

  （五）土地价格改革对未来价格水平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就是要严格控制行政划拨用地范围，扩大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范围，减少协议出让土地的数

量；建立规范的基准地价确定和公布制度，以及协议出让土地最低价制度；改革征地补偿办法，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健全土地收益分

配机制，推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土地价格改革将推动土地价格上涨，直接增加企业投资和生产的成本，对未来价格水平将有一定的拉动

作用，但是影响程度难以准确估算。 



  二、资源价格改革对未来价格的间接影响分析 

  （一）煤电油价格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间接推动PPI和CPI分别上涨约0.35、0.15个百分点 

  成品油、天然气、电、煤炭价格的上升，会增加其下游的能源使用行业的生产成本，交通运输价格和相关的工业企业的产品价格会因此

而上升，从而间接地带动PPI和CPI上升，上升的幅度取决于交通运输价格和相关工业品价格、消费品价格、服务项目价格的调整幅度。考

虑到交通运输价格的调整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目前多数下游工业品和消费品供大于求，我们预计成品油、天然气、电、煤炭等能源价格

上涨后，交通运输价格调整幅度不会太大，下游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受市场约束，上升幅度会较小。根据对近些年上游能源价格上涨对下游

价格传导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测算，成品油、天然气、电、煤炭等能源价格上涨对2006年PPI间接拉动作用约为0.35个百分点，对CPI间

接拉动作用约为0.15个百分点。 

  （二）水价会间接推动PPI和CPI分别上涨约0.06和0.04个百分点 

  水价的上涨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但考虑到我国企业节约用水的空间还较大，水价上涨总体上增加企业的成本不会太

多。据估算，水价上涨对PPI的间接拉动作用约为0.06个百分点，对CPI的间接拉动作用分别为0.04个百分点。 

  三、资源价格改革将拉动PPI和CPI分别上升约1.27、0.7个百分点 

  国家发改委2006年将积极稳妥地推进电、水、石油、天然气、煤炭及土地等资源价格的改革，在疏导资源产品价格矛盾时将做到“适

度、稳妥、择重和衔接”，不会集中出台涨价措施，会综合考虑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和社会承受能力。因此，2006年资源价格改革不会对价格

总体水平产生过大压力，会适度地推动价格水平的上升。综合考虑资源价格改革所引起的资源价格上升对未来价格水平直接和间接拉动作

用，2006年资源价格改革将拉动PPI和CPI分别上升约1.27、0.7个百分点。(本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供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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