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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9B_BD_c26_646979.htm 居民用电电价应该如何调整 据

报道，一季度，我国电力生产增长15．7％，发电设备继续超

负荷运转，火力发电设备利用率已经达到历年来的最高值，

但仍有17个省份拉闸限电，华东、华南地区缺电状况进一步

加剧。为此，电力企业联合会有关人士表示，为了缓解电力

空前紧缺矛盾，调高居民用电价格正是时机。在经济生活中

，当某种商品紧俏时，就会引起这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从而

可以缓解这种商品紧俏的状况。但是，对于电力这种能源来

说，当其紧缺时，是否要采用经济杠杆的手段调高居民用电

价格？即使一定要调，又该怎么调？笔者也是居民一分子，

自然十分关心。 众所周知，电力是一种特殊商品，由于其在

国内具有垄断性，电力还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更是

居民生活的必需商品。既然电力商品具有以上属性，在对电

力分配上，就应当首先保证居民的生活必需的量。在居民温

饱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允许部分人“吃得更好”“穿得更靓

”。所以电力能源的分配原则首先也是应当保证居民的最基

本的用电要求，其次才能考虑某些人更多的用电需求。而像

电力紧缺就调高价格之说，其不可行就在于，当电力价格被

调高后，生活困难的居民就有可能用不起电，甚至连最基本

的生活用电也买不起，而这些本应是作为居民生活保证的电

力却有可能被有钱的人“买去”，这就像从生活困难的居民

口中夺去或节约“口粮”而让富人“吃得更好”一样。 在目

前电力供需矛盾不可能短期解决的情况下，调高居民用电价



格的主要目的可能是要居民提高节约意识，但是对一般居民

而言，这种做法作用不大。因为只要不是买不起电，我想对

于生活所必需的用电，居民还是要用的。我倒认为，如果要

限制用电的话，首先要考虑的是要限制用电大户，限制他们

不是用于生活所必需的用电需求。具体来说，就是先对居民

的生活必需用电量制定一个标准，在这个标准内的电价不上

涨，甚至可以下降。而对超出居民的生活必需用电量的部分

则实行级差式消费，按不同的级差收取不同的电价，用电量

越大的级别收费也越高。只有真正做到了让用电大户买不起

“生活必需”外的超额电量了，或者用电大户觉得超额用电

不划算了，比如用电做饭没有用煤气做饭经济等，电力供需

的矛盾才会有可能得到缓解。 另外，由于我国的电力供应市

场还具有垄断性，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所以这也就决定

了其生产的产品的分配也应当是有计划的，而不能按市场需

求来定价。只能是在保证计划供应(居民生活必需用电需求)

的前提下，才可以对计划外的用电实行市场定价，我认为用

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用电紧缺也是可行的。 总之，对于居民生

活必需的用电来说，其价格的波动关系到每一个居民的切身

利益，如何进行调整一定要慎重考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