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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B_B7_E4_B8_8A_E8_c44_504290.htm 面对国际高油价，身

处两难境地的中国政府终于出招：从6月20日起，国内汽油、

柴油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1500元。 

“尽管此次成品油价格上调只是阶段性的，但它表明了中国

经济应对国际高油价的积极态度。”一位能源界资深人士说

，在与国际高油价及国内高企的CPI的博弈中，我国政府抛弃

了单纯依靠财政补贴维持市场成品油供应的艰难局面，留给

自己一个更多的操作空间。 消费环节平静面对成品油涨价 此

次成品油涨价之前，业内早已对这一随时有可能发布的涨价

令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一方认为中国的低价能源战略不利于

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而另一方则据理力争能源涨价不利于

政府抑制通胀。 就在争论双方各执一词之时，成品油价格上

涨的消息不期而至，且力度空前，消费环节对此反应不一。 

济南市民葛宝华说：“说真的，我倒希望油价再涨些。对于

购买私家车的车主，每升油多掏1元钱影响并不大。车买了，

该用的时候还要用！如果这点油钱都觉得贵，那就不要急于

买车。” 而来自一些出租车司机的看法则不尽相同。此次油

价上调显然增加了出租车的运营成本，但由于政府限制出租

车调价，这就促使出租车行业“油改气”的生意愈发火爆。 

“油价上调后，烧气的出租车使用起来显得更便宜了。”早

已改装使用天然气的济南出租车司机崔殿春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按涨价后的汽油价格算，‘油改气’后，一天跑下来

少说能省50元。” 据了解，目前省城济南使用燃气的出租车



有3000多辆，使用燃气的公交车1000多辆，一辆汽车的“改

气”价格大约在5400元左右。为解决加气难，济南市今年将

增建部分加气站。到2010年，济南加气站将达到39座，可以

满足8000辆出租车、4000辆公交车的用气需求。 “这次成品

油涨价对靠超载超限保持微利的物流公司来说，称得上是‘

最后一根稻草’，但有利于物流行业加速洗牌，促使物流企

业向规模化发展，因此涨价不是坏事。”山东佳怡物流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琳告诉记者，油价上涨使其公司成本增加

约10%，利润减少约3个百分点，但他并不准备提高运费，而

是将通过提高货物装载率、增加物流量、强化精确计量等措

施进行内部消化。 两害相权的选择 “这次国家发改委调高油

电价格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

学院副院长董秀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油电价格此时

涨与不涨都会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发改委这一突如其来的

涨价令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董秀成分析认为，以油电

为代表的能源价格上涨，实际上与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相违背，不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也不利于今年初提出的全

年CPI控制在4.8%目标的实现。“但如果此时成品油和销售电

价仍维持原有水平，对我国的经济运行也十分不利。” 董秀

成说，去年11月份国家发改委下令上调国内成品油价格后，

国际原油价格就上紧了发条不断冲击新的高度，既今年年初

勇闯100美元一桶大关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国际原油期

货价格就已接近140美元一桶。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导致国内

原油价格和成品油价格“倒挂”差距进一步拉大，很多地方

炼油企业被迫停产或大幅减产，从而引发目前全国性柴油供

应短缺。“如果不调整成品油价格，缩短其与原油价格的差



距，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一段时间以来的油品供应短缺问题

，而这也将引发新的、更加突出的社会问题。” 复旦大学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也表示，目前国内油价远远低于国

际油价，如果长期下去，炼油厂亏损，需要政府补贴，加重

政府负担，一样会加剧国内通胀，此次油价上调是为了扭转

国际国内油价倒挂现象，与其被动接受国际油价上涨，对中

国通胀造成影响，不如主动调整，可以缓冲国际油价攀升对

国内经济造成的冲击。 对CPI冲击不大 正如董秀成所说，能

源价格上涨确实不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上海证券发布的报告

称，油电价格将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进而使得居民生活

成本上升。浦银安盛基金日前发布的评论也认为，调价使得

成品油价格的涨幅达到了18%，电价的涨幅接近5%，短期内

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但是此次涨价对CPI的影响究

竟会有多少呢？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乐观地

认为：“这次能源价格调整对CPI冲击很小，至多增加0.5个

百分点。” 据他分析，成品油价格调整对消费价格指数

（CPI）的影响分为两部分：直接影响和通过生产价格指数

（PPI）传导到消费CPI的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家

用轿车上，“由于家用车远未普及，这方面的影响很小”；

间接影响是通过PPI传导至CPI，“但能否真的传导过来，有

多大影响还要看下游行业的供求情况”。由于出口受挫，不

少行业的产品出口转内销，这会导致供过于求，这些领域未

必能传导到CPI. 如果有传导，根据以往观测经验，能源价格

上涨10%，当年CPI会上升1%左右。而且与调整的时点有关，

若在年中，影响就只有0.5%.目前成品油是在年中提价18%，

因此对CPI的影响可能是0.9%. 由于此次价格政策调整中，部



分领域另有财政补贴，对农业和交通支出基本没有影响，应

将这两部分剔除。在CPI篮子中，农产品约占30%，公交支出

占比约为17%，因此剩余影响不到0.5%.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

司长许昆林也表示，由于这次与居民生活相关的液化气、天

然气、城市公交、农村道路客运、居民用电等价格都不作调

整，油电涨价对CPI没有直接影响。 长期对抑制通胀有利 范

剑平表示，国家选在目前调价，正表明了国家对未来控制物

价的充分信心。调价虽然短期内会推高通胀，但从长期看有

利于调节国内供求，抑制高耗能产业，最终促使通胀下降。 

国泰君安证券分析师翟鹏告诉记者，此次油价上调长期来看

能舒缓通胀预期。他说，通胀就像洪水，需要疏导，一味的

堵反而可能起到负面作用，因此长期来看对通胀的影响是正

面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对记者说，油价上涨短

期内会直接导致CPI的上升，但从长远来说，CPI不会受到油

价上涨的影响。他认为，CPI持续上扬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发

行量过多，市场对货币量的控制不够。油价上涨，其他商品

的价格就会下降，所以CPI不会发生变化。他以日本的石油为

例，日本的石油全部依靠进口，但是日本的通货膨胀为零。

对于如何应对CPI的持续上升，他表示，控制货币发行量才是

根本措施。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在调价之前发表的

一份报告也持类似观点。他说：“若不进行能源价格改革，

中国经济将持续过热，2009年通胀率将上升至8.7%.相反，

若2008年中期中国将成品油价格提高50%以上，则中国2009年

通胀率能够降低至7.3%.”他建议中国应使国内炼油毛利与国

际水准一致，“这将在诸多方面有利于中国经济，包括能源

使用效率的提高和长期通胀预期的下降。” 国内能源价格改



革未有穷期 能源资深专家、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

认为，高油价虽有其阶段性，但目前还没有理由说国际油价

一定会在近期回落。因此，政府要宁愿做好油价高位波动的

准备，政策上应从这方面做考虑。油价倒挂不是近期可以解

决的，世界高油价仍要维持，靠政府补贴维持供应的局面不

是长久之计。长痛不如短痛，国内成品油价格早晚是要调整

的。当然，要考虑如何将CPI控制得更为有效。 在国家调整

成品油价格之前，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刘克雨告

诉记者，中石油集团在油价高于67美元一桶时，原油价格每

增加1美元，利润就会减少32亿元。但业内人士认为，仅仅一

轮调价还远远达不到理顺成品油价格体系的地步。对于炼油

板块的亏损来说，调价带来的减亏仍然是杯水车薪，市场仍

然期待更大幅度的调整。 刘克雨等人建议国家立即出台燃油

税，择机没有道理。刘克雨说：“燃油税早就该推出，将税

收放到消费环节。对于燃油税，专家呼吁了多年，从20美元

每桶一直呼吁到现在130多美元每桶。当时，国家就说要择机

出台。燃油税出台不在油价高低，而在部门利益平衡，仅交

通部门收费环节就涉及20多万人，还有一大块地方利益。” 

王琳说，费改税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在目前

国际高油价推出燃油税虽有困难，但还是希望能早日推出，

这样可以避免以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利益。至于上调成品油价

格对CPI产生的影响，可能会在奥运会后得以体现。为此，我

国还应加快启动内需，避免过于依靠外贸出口的不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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