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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 际 油 价 持 续 下 跌 终 于 带 动 国 内 成 品 油 价 格 下

调。国家发改委决定自 6 月 9 日零时起，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

别降低 530 元和 510 元。这是近 3 年来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幅

度 最 大 的 一 次 。 北 京 市 93 号 汽 油 的 价 格 下 调 0.43 元/升 ，为

7.64 元/升，油价正式重回 7 元时代。但是，对于这次油价下调，

民众却并不买账。中国油价的糊涂账，什么时候能算清呢？

此次油价下调既是那么骄傲，又是那么高调，什么“油价回到 7 元

时代”、“此次调整幅度最大”、“该调就调”等，国家发改委自卖自夸，可

是，民众反应平平，并没有给予热烈掌声。这到底是国家发改委调控

不诚，还是民众冷血？确实需要“刨根问底”解“疙瘩”，不然，国家发改

委油价“调控”就会成为利国利民的“空调”。

说实话，国家发改委油价调控十有八九让民众失望，难怪国家发

改委对油价调控满意度调查讳莫如深。时下，民众有句口头禅：“都说

中国足球最臭，谁料油价调控比中国足球还臭”。据油调统计显示，自

2009 年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共调整 18 次，其中上调 12 次，6 次为下

调，成为名符其实的“涨多跌少”。每一次“微降”，都被后来的“猛涨”

深度杀伤。此次“微降”会不会迎来“猛涨”杀伤，公众正在惊疑凝望，

何来笑脸呢？

笔者走访基层 3 年，得到的民众反馈是：油价调控是失败的调控。

这很值得国家发改委深度反思。多年来，油价调控不力造成多轮物价

上涨，民众生活水平提升缓慢，幸福感无数次透支，国计民生数度“贫

血”。民众怨声如潮、呼声如雷，国家发改委应该听得见、看得着。先

不说以前油价调高的杀伤力，单是上几次油价大幅上调带来的连锁涨

价效应，至今还在波涛起伏。中国眼下经济超预期下滑，其中就有高

油价惹的祸，发改委油价调控不力不该反省么？

美国《商业周刊》认为：“从就业和经济增长数据看，高油气价对经

济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亚洲发展银行的报告则认为，油价每涨 10 美

元，经济增长将降低 0.8 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将石油价格

动荡和高升列为世界经济面临的四大基本危险之首。”每一次油价没

有强力调控到位，国内经济就会“消化不良”。此次，在国家提振经济

增长重拳杀威棒下，国家扶持民营经济、打破垄断箭在弦上，央行降息

铁腕进行，才有了此次大幅降价，并不值得赞誉。

反而要指出的是，此次油价调控并没有到位。中国社科院经济学

博士、知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认为：“国内油价这次调整幅度不到 6%，

但布伦特等三地油价的变化率均已经超过 9%。按照国际油价的真实

变化，国内汽油价格应该至少每吨下调 700 元，现在，每吨至少少下调

了 170 元。”可见，国家发改委调控油价“留了一手”，谁能给予喝彩呢？

最近，一直节约用油的车主小李终于舍得去给油箱加满油了。6 月 9

日，国内成品油价格再次下调，高高在上的油价终于“降了降温”。

这是 2009 年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最大幅下调，也是现行成品油定价机

制实施以来国内油价首次“两连跌”。此次下调后，国内汽、柴油价格再度回

归“7”时代。但这次油价的下调，依然难掩质疑声。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

关的产品，油价涨跌牵动着老百姓的神经。所以，我们不得不再次向国家发

改委发问。

一问：为什么油价降幅与机构预测有很大差距？

中国的油价涨跌都是按“套路”来的——国际油价连续浮动 22 个工作

日，且幅度超过 4%时开启国内油价调整窗口，所以，国内机构对于油价变动

的预测一向准确，记者便经常在国家发改委发出油价调整通知的“前夜”收

到诸如金银岛、生意社等机构发来的提示短信。

由于国际经济放缓，国际油价已下探至 83 美元/桶，多数分析师都据此

认为，此次油价下调区间在 650 元/吨至 700 元/吨。卓创资讯甚至预测，本

轮油价下调幅度会达到 700 元/吨至 750 元/吨，金银岛的分析师也认为，本

轮下调幅度在 700 元/吨左右。

但国家发改委的降价幅度出人意料，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汽油下调 530

元/吨、柴油下调 510 元/吨。

对此，国家发改委解释称，此次国际原油价格 WTI 下降比较多，但 WTI

不是中国挂靠油种，且近日的国际油价在反弹，人民币却在贬值，受以上多

种因素影响，最终确定下调幅度为 530 元/吨和 510 元/吨。

此外，国家发改委透露，三地原油变化率挂靠的油类品种并非一成不

变，不同油品所占权重也会根据情况适当调整，因此造成幅度与预测并不一

致。“这次是按照国际油价变化幅度和人民币汇率来综合确定的。”

国家发改委表示，具体原因有 4 点：第一，市场预测时所选择的油种价格

降幅较大，而国内油价挂钩的是国际市场 3 种原油连续 22 个工作日移动平

均价格；第二，期货和现货价格存在差距；第三，国际油价近期反弹；第四，人

民币最近是贬值的走势。

但国内质疑之声四起，著名能源专家韩志国认为，国内油价下调幅度没

有突破 600 元/吨，这是政府保护国有垄断企业的表现，未能实现社会效益最

大化。

国内某著名学者在其微博上表示，国内油价调整幅度不足 6%，而布伦

特等 3 地油价变化率为 9%，按照国内油价降价体制，国内成品油少下调了

170 元/吨，这是个幼儿园学生都会做的数学题。

二问：出租车等行业的燃油附加费为何没有随之下调？

以北京为例，由于国际油价高企，2011 年 4 月和 2012 年 3 月，北京市分别

两次提高燃油附加费，超过基价公里，乘客需要交纳 3 元燃油附加费。

目前，国内的成品油已经经历了两次价格下调，但燃油附加费始终不

降。对此，国家发改委表示，出租车的燃油附加费在理论上可以下降，这由

各地方政府自主决定。

不过，有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燃油附加费涨价是国家发改委的批示，

现在到了降价的关口，“皮球”却踢给了地方政府。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贸易经济系主任洪涛说，成品油调价后通常会引

起一系列价格的变动，但是往往是涨价以后相关产品会迅速提价，降价以后相

关产品降价却反应迟缓。这种“跟涨不跟跌”、“涨多降少”的现象很不正常。

三问：成品油机制改革怎么还是雷声大、雨点小？

有网友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调价机制调侃了一下中国油价：当国际油价

从 80 美元/桶涨到 83.2 美元/桶时，涨幅达到 4%，中国油价从 6 元/升涨到 6.3

元/升；当国际油价从 82.3 美元/桶降回 80 美元/桶时，跌幅不到 4%，中国油

价不变；当国际油价从 80 美元/桶再涨到 83.2 美元/桶时，涨幅达到 4%，中国

油价从 6.3 元/升涨到 6.6 元/升；当国际油价从 82.3 美元/桶降回 80 美元/桶

时，跌幅不到 4%，中国油价不变；当国际油价从 80 美元/桶涨到 83.2 美元/桶

时，涨幅达到 4%，中国油价从 6.6 元/升涨到 6.9 元/升……

由此算来，国际油价一直在 80 美元/桶至 83.2 美元/桶之间徘徊，中国油

价却在“匍匐前进”。记者发现，这也是一道计算题，如果涨跌全按 4%计算

的话，中石油、中石化卖的油毫无疑问会越来越贵。

“这说明国内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太不健全了。”学者唐萧对记者表示，国

家发改委应该抓住这次油价走低的机会，改革成品油定价制度。

江苏省工商联石油化工商会创建人钱其连也指出，当前相对低位的国

际油价，再次为中国实施以定价机制为先导的一揽子改革提供了难得良机。

对于待出台的新定价机制，国家发改委一直对外表示，主要是围绕缩短

调价周期、加快调价频率、改进成品油调价操作方式，以及调整挂靠油种等

方面内容，进一步完善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但如此表述，难以服众。

国内有媒体评论指出，以各种借口死死维护垄断集团利益，让全体民众背负

不应有的高油价，让整个中国经济背负不应有的高油价，再次凸显了当前中

国改革的艰巨性、重要性和迫切性。

关于油价 三问发改委
■ 本报记者 王 熙

6 月初的这次油价下调，将汽、柴油零售价格

拉回到 2011 年年初的水平。卓创资讯成品油市场

分析师胡慧春预计，这将一方面拉低 6 月份 CPI 涨

幅约 0.14 个百分点，有利于控制通胀水平，一方

面，成品油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价格下调将降

低各产业经济运行成本，有利于经济增长。正值

“三夏”农忙时节，油价下调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农业生产成本。

“现在，经济下滑速度比较快，调低油价在一

定程度上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国家能源

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如是表示。

中 宇 资 讯 分 析 师 张 永 浩 分 析 称 ，油 价 在 居

民消费指数中所占比重极小，所以，油价调整对

CPI 的直接影响很小，但由于成品油价格与各行

业 之 间 联 动 性 较 强，油 价 下 调 将 直 接 降 低 交 通

运 输 等 行 业 运 营 成 本，并 最 终 影 响 民 生 用 品 等

终 端 商 品 价 位，油 价 的 下 调 对 于 抑 制 通 胀 将 产

生积极意义。

记者了解到，成品油降价将对用油企业形成

利好，如交通运输行业、化工行业、汽车业等都在

期待 7 月份油价调整窗口再次开启，实现国内油价

“三连跌”。

油价下调，交通运输企业成了最直接的受益

者。一家物流公司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油价下

降对一些长途路线的运输成本影响比较明显，因

为长途运输比短途运输的利润更高，单位路程的

耗油更小。如果汽油每吨下调 600 元的话，公司

200 多辆车 1 个月能省下 7000 多元油费，相当于总

营业额的 7%左右。

不过，对于调整后的油价，许多人还是觉得太

高。上述物流公司负责人说，从 2002 年以来，运往

北京的货物每吨 350 元的运费一直都没涨过，却看

着油价从 2 元时代直冲进 8 元时代。

而对于汽车行业而言，低油价为销售的增长

带来了“福音”。业内人士表示，油价较大幅度降

低，有利于改善汽车消费环境，刺激汽车销售。从

历史数据看，油价下调对汽车行业影响积极，时间

略有滞后约两个月左右。比如，2009 年初的油价

下调及国家多项鼓励汽车消费政策的出台，带动

当年汽车行业实现 46%的高速增长。

“油价下降时，是经济型乘用车需求得到释放

的明显阶段。这说明小型车的消费者对油价敏感

度更高，油价波动对低端经济车型的冲击相对较

大。”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研究局研究总

监尹岚对记者表示。

不过，汽车行业分析师张志勇认为，目前，影

响国内车市的最重要因素仍是经济低迷以及汽车

市场的补贴政策，汽油价格的涨跌并非车市启动

的直接因素。油价几角钱的涨跌，相比整体经济

形势对车市的影响要小许多。

或许惊喜还能继续，多位分析人士认为，以目

前的原油走势测算，三地变化率将在 6 月下旬再次

达到“-4%”的条件红线，所以，7 月上旬国内成品

油零售价很可能会再次下调。

业内人士还分析称，国际经济未来走势、主要

产油国地缘政治及美国大选等三大因素是影响未

来国际油价走势的关键因素。

“ 未 来，油 价 可 能 还 会 持 续 波 动，但 短 期 来

看，大 幅 上 扬 的 可 能 性 不 大。”中 国 社 科 院 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 研 究 所 助 理 研 究 员 王 东 表 示，从 经

济 层 面 来 看 ，欧 洲 经 济 现 在 是 一 团 乱 麻 ，而 美

国 经 济 虽 然 表 现 亮 丽，但 其 复 苏 力 度 能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带 动 欧 洲 经 济 或 者 全 球 经 济，短 期 内 尚

不 能 有 所 指 望 ；从 地 缘 政 治 层 面 看 ，在 伊 朗 局

势 不 再 恶 化 的 情 况 下，相 比 于 持 续 多 年 来 伊 朗

核 问 题 给 市 场 带 来 的 剧 烈 冲 击，未 来 的 冲 击 力

可 能 会 有 所 减 弱 。 从 欧 美 领 导 人 层 面 来 看，欧

洲 许 多 国 家 正 在 进 行 领 导 人 换 届 或 者 大 选，而

美 国 总 统 奥 巴 马 也 正 在 积 极 寻 求 连 任，高 油 价

在 加 大 本 国 通 胀 的 同 时 ，容 易 导 致 选 民 不 满 。

所 以，这 些 国 家 的 领 导 人 也 是 愿 意 看 到 国 际 油

价走低的。

“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不大，所以，国际油价大幅跳水的可能性不大，不

过，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性下降将可能出现。”中

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预计。

财经专栏作家叶檀也指出，如果美元继续上

升，油价的下跌通道就已经打开，但是短期内可能

有止跌的迹象。

此外，美国能源部最新宣布成品油库存已经

到达 21 年来的新高，这对于国际油价是个沉重的

打击。

不过，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教授林伯强

表示，从长期来看，由于伊朗问题仍未解决，未来

油价还将呈上行走势。

各方期待油价“三连跌”
■ 本报记者 王 哲

油价下调
缘何无人喝彩

■ 郑家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