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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朱 敏

目前我国主要资源产品 实行政府

定价制度。政府定价在特殊时期、特

殊领域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价格

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市场配置资源的

基础性作用主要是通过价格信号的引

导来实现的。作为市场最重要的调节

工 具，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均应通过市

场供求来确定，只 有当市场不能产生

竞争价格时才需要政府对商品 和服务

实行价格管制。价格管制的负面影响

巨大，若不允许价格上涨，涨价成本

就会通过其他 途径寻找出口，社会将

为此付出更为高昂的成本。因此，从

长远看，应逐步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

制改革，通过价格 变化来引导供 求，

以 有效缓解我国目前面临的资源供给

瓶颈“硬约束”，同时推进节能减排目

标的实现。

一、资源价格偏低加剧了国

内市场的供求紧张

“中国制造”产品 畅销世界，除劳

动力廉价外，所使 用的资源价格 普遍

低于国际市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偏

低的资源价格提高了“二 高一资”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使 这些产品 被 大量廉

价出口，相当于在间接 补贴世界。目

前，境外资金正 在进驻到国内各种能

源消耗领域，例如石油石化下游领域、

依靠油运转的工 业加 工 领域，最终以

铝、钢等工 业制品的形式走出国门，这

无异于变相对我国能源、资源的掠夺。

目前国内成品 油零售价格与国际

市场价格相差 40% -50% ，成品 油价

差接近 3000 元 /吨，而柴油价差高达

6000元 /吨。此外还存在批零倒挂现

象，如 柴油批发价大大高于约为 6000

元 /吨的零售价，使得加 油站每卖 1吨

柴油要亏损将近 2000 元。持续加剧

的成品 油价格倒挂，使得国内加 油站

陷入油源紧张的困境。油价管制也造

成进口 成品 油以 保证国内供应的中石

油、中石 化更多的政策性亏损，进口 积

极性 大大下降。相反，由于国际市场高

油价的刺激，部分企业不顾国内资源

紧缺的现状，为追逐利润开始加 大出

口 步伐，今年前 7个月，深圳口岸出口

成品 油 101.3万吨，出口 金额 5.2亿 美

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35倍和 16.3

倍。由于我国成品 油零售价格只 有国

际基准价格水平的一半，许多从 事国

际运输的企业为降低成本，采取让船

舶、飞机停靠我国时加 满油再走，使

我国成品 油大量输出。电力市场也存

在类似 情况，目前发电用煤的价格已

经放开，但电价还由政 府管制，2007

年以 来发电用煤价格 大幅上升，造成

发电企业亏损加剧，如 果这种状况不

能得到有效改善，企业就会减少发电

以 减少亏损，使我国电力供 不应求的

状况更加严重。

二、价格管制会导致社会交

易成本上升

价格管制虽然能够通过行政手段

稳住名义价格，但是如果考虑到潜在

交易成本的上升，如产品质量降低、以

次充好、数量减少、缺斤短两、变相涨

价等等，那么价格管制最终对整个社

会的效 用很可能是负面的，消费者将

为此付出额外的不以 货币计量的机会

成本。价格是一种信息，它告诉生产

者、消费者供求关系的变化，管制价格

就是管制信息，让市场对供求关系产

生误判，但真实信息并没有就此湮灭，

管制不过是延长了真实信息传递的时

间，增加了市场获得真实信息的成本。

如 油品 短缺 使得一些加 油站以 次 充

好，变相提 高油品 价格，而运输车辆

增加的成本也必 然会转嫁到下游的消

费价格上去。由此可见，政府对价格

的管制，不仅会扭曲整个市场的价格

机制，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降低企

业的经营效率，而且它也成了推高物

价水平的重要因素。

三、价格管制会加大中长期

的通胀压力

虽然目前成品油、电力、粮食等一

些重要资源的价格被管制，但是其他

未被管制的物品 如 煤炭、铁矿石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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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涨带来了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很多

石油石 化产业链下游的化 工产品 也都

出现了价格上涨现 象。由于部分资源

品 价格被管制，导致中下游行业承受

成本的能力有所增强，但这种承受成

本的空间往往被不受管制的资源品 所

占用，导致其出现更大涨幅。因此，在

价格管制实施一段时间后，中下游成

本依然保持较快上升，同时通过传导

效应对 C P I形成压 力，从而使价格管

制的效果大打折扣。

价格管制等于发出了通胀加剧的

信号，因此 更可能强化 人们的通胀预

期，从而导致更猛烈的抢购风，加剧

通胀率的上升。价格管制把 当期的通

胀压 力向后推迟，拉长了整个通胀周

期，而且 延缓 当期通胀压 力的后果是

经济的失衡无 法通过价格机制来进行

即时的调整。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

究表明，价格管制在实施的短期内行

之有效，一旦 放开就会发生报 复性反

弹，管制的时间越长，反弹的幅度就

越大。如 美国在尼克松时代曾实行过

严格的价格管制，最后不 得不以 失败

告终。尼克松在 1973年实施价格管制

的两三个月内，价格水平控制在 5% 的

区间，但是价格放开之 后在几 个月内

就飙升到 12% 以 上。格林斯潘后来谈

到这段 历 史的时候曾经说过，美国实

行价格管制的经验就是再也不能实施

价格管制了。

四、资源价格市场化有利于

改善供需、推进节能减排

一般 而言，政府管制的价格水平

如 果高于市场价，那么这种商品 的需

求量会减少，供 给 量会增加，于是出

现供过于求的“缺口”；反过来，管制

价格 低 于市价，就会出现供 不应求。

但如 果实行 资源价格市场化改 革，则

会使得供应增加、需求下降，从而有

效改善资源供应紧张局面。

我国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大大低

于世界平均水 平，煤炭 和 水力 资源

人均拥 有量相 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50% ，石 油、天 然气人均资源量仅 为

世界平均水平的 1/15左右。同时，我

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比

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

分点，电力、钢铁、有

色、石 化、建材、化

工、轻 工、纺 织等 8

个行业主要产品 的单

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

进水平高 40% ；钢、

水泥、纸板的单位产

品 综合能耗比国际先

进水平分别高 21%、

45% 和12%，经济增

长在相当大程度上是

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

实现的。我国能源消

费以 煤为主，相对落

后的煤炭生产方式和

消费 方式，加 大了环

境保护的压 力，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

迅速增加，部分城市大气污染已经变

成煤烟与机动车尾气混合型，这种状

况将给 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 力。因

此，节能减排在我国更显其紧迫性。

在一个物价整体上涨的环 境里，

能源价格管制造成能源相对便 宜，必

然促使消费者增加 能源消费，甚至可

能用能源去替代 其他 价格 已经上涨

的商品，放 大能源需求增长。低价能

源为高耗能企业创造了更大利润空间，

造成低 效和不合理的能源消费。在强

劲的能源需求面前，行政手段 对控制

高耗能行为无能为力，只要能源价格

不涨，企业提高能源使 用效率的兴 趣

就 不大，节能减排就 没有动力。国民

经 济发展战略从高耗能向低 耗能转

变，必 须改 革资源价格 形成机制，使

资源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环

境成本，节能减排、环境保 护才能成

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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