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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民用燃气限购原因探究

郑州民用燃气限购令一出，社会哗然。事实上，郑州燃气为谋求价格之变已长达4年，2006
年8月，工业用气与商业用气价格上调终获批准。然而，居民用气价格却一直未能变动，在企业
成本日益增长的情况下，2008年2月，郑州燃气开始考虑对燃气壁挂炉用气大户实施阶梯价位收
费，公司高层称：“比如郑州居民用户月均用气20立方米左右，可以把30立方米划为界限，超出
部分使用阶梯价位收费。”而对于遭遇申请调价失败之后的限购令，有专家认为，限购民用气而
对工商业和车辆用户等高价用气不作限制，明显有追求利润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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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郑州天然气 4
年调价轨迹

2008年10月1日，郑州燃气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郑燃）发出民用燃气限购令。措
施一出，即遭到市民的一片质疑，其焦点问题
直指郑燃是否以此谋求曲线涨价之目的。

事实上，早在2005年7月，伴随着水、电
等公用事业的扎堆涨价，郑燃也以供气企业
价格上调，天然气成本上涨等理由，向郑州
市物价局提交了调价方案。然而，由于当时
公用事业商品调价种类过多，天然气调价方
案搁浅。

那一年，国家发改委在全国范围内提高
天然气出厂价格，也是自1997年以来天然气
价格的首次变动。

2005 年 10 月 15 日上午，郑燃再次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西气”入郑两年后，郑州
再现气荒。随即向外界放出价格上涨信号，
并再次向市物价部门提交调价方案。调价
理由是，郑州当时需气量超过3亿立方米，供
气缺口近6000万立方米，而郑州市居民用气
每立方米1.6元的价格也低于同期全国部分
城市价格，不利于郑燃寻求气源。然而，由
于种种原因，这次调价也无果而终。

2006年初，国家发改委第二次提高天然
气出厂价格。当年 2月 17日,郑州市物价局
也再次接到郑燃将民用天然气涨至每立方
米2.4元的调价方案。

短短9个月内，郑燃三次向物价部门以成
本增加等理由提交调价方案的努力没有白
费。2006年8月9日，在没有变动居民用气价格
的前提下，郑州市物价局正式公布郑州市天然气
价格调整方案，经省发改委批准，工业用气由每立
方米1.8元调整为每立方米2.1元；商业用气价格
由每立方米2元调整为每立方米2.4元。

2007年初，郑燃再次提交天然气调价申
请。当年 6月，物价部门也放出消息称年内
民用天然气可能调价。而且当年10月1日，
《郑州市燃气管理条例》施行，郑州市燃气初
装费和维护费失去了收取的法律依据。大
多数郑州市民开始认为民用天然气会因此
涨价。

然而，2007 年 11 月 14 日郑州市政府下
发有关通知，只是将工业用、车用天然气价
格上调。其中，工业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由每
立方米 2.1 元调整到 2.5 元。车用天然气由
每立方米 3元调整到 3.32元。民用天然气、
商用天然气销售价格暂不调整。

2008年2月，郑燃又发出涨价信号，但仍
未果。就这样，郑燃连续4年提出的民用气涨
价申请均被驳回，如此算来，郑州市民用天然
气以每立方1.6元的价格，已执行了8年。

郑州天然气的8年未
涨之痛

“我从副总经理做到总经理，申请涨价一
直没涨成。”10月8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郑州燃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金陆叹了口
气，笑了，“我都觉得对不起员工。”

让李金陆不平衡的是，对比郑州的天然
气价格，目前，武汉居民生活用气每立方米
2.30元，大工业用气每立方米1.35元，普通工
业用气每立方米 1.82元，发电用气每立方米
1.25元，其他类用气每立方米 2.80元。而上
海则采用了分时定价的模式，将每年的12月
到来年的3月作为冬季用气时段，其他8个月
为夏季供气期。在冬季，非居民用户（主要指
120 万立方米以下用户）的气价在基准价的
基础上上浮每立方米0.02元，到了夏季，则在
基准价的基础上下浮每立方米0.01元。

2006年 3月，郑州燃气调价调研团赴南
京、上海、杭州3个城市考察。考察得出的结
果是，建议民用气价涨幅不超过非民用气价；
对非民用气价，建议定一个基准价和一个上
下浮动的范围。如果方案在听证会上讨论通
过，郑州燃气就可以在浮动范围内，对非民用
气价通过与用户的讨论制定，而不再需要举
行听证会。

郑燃准备充分利用非民用燃气执行浮动
气价这一优势，采取冬、夏分时定价的手段，
冬季价格将比夏季略高一些。借此分流一部
分工业、商业锅炉采暖大用户，迫使锅炉采暖
用户在冬季用气高峰期时改用其他更为经济
的替代能源，从而达到让气于民的目的，但此
方案一直没有通过。

10月 8日，在郑燃新闻发布会上，郑燃宣
称自己面临巨大成本压力，由于购气成本不
断增加，民用气价格出现严重倒挂。自 2001
年到 2007 年，国家已经 5 次上调天然气出厂
价，但民用气价格仍然没有上调。

不过，郑燃出售的大部分天然气的气源
仍然来自西气东输一线和中原油田。而这两
家的供气价格目前分别是每立方米 1.3 元和
1.47 元，仍然没有超过每立方米 1.6 元的价
格。只有少量的液化天然气和压缩天然气采
购价格分别达到每立方米 4.5 元和 2.3 元，对
于现行民用气价格来说，确实倒挂。

发布会上，郑燃谈到郑州市民用天然
气价格低于北京、上海、武汉、济南等城市
民用气价格。不过，相关人士指出，郑州
是西气东输工程的第一站，管道运价与运
输 距 离 有 关 ，距 离 出 厂 地 越 远 ，价 格 越
高。郑州市相比较末端的上海来讲的确
存在着一定价格优势。所以，天然气气价在
全国来说应该是偏低的。

根据郑燃的说法，郑州燃气供气这一块
业务综合起来是亏损的，在居民用气和学校

用气方面每年就至少亏损6000万元。
然而，根据郑燃在香港交易所发布的

2008 年上半年公告显示，郑燃上半年纯利超
过 870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1.35%。其公
告中称，与去年同期相比，其集团总收益增长
了 18.94%，而其主要原因就是天然气的销售
量增加。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半年的纯利润有这
么多，而其增长幅度又这么大，业绩应该说是
相当不错的。”证券分析师卢培天分析说。

发布会上，郑燃称为构建和维护燃气管
网及燃气基础设施，多年来，他们已经投入 7
亿多元的资金。不过，会计出身的市民许先
生为大家算了一笔细账。仅按照郑州市 75
万天然气用户来说，每户至少要向郑燃缴纳
3500元的初装费用。这笔收费已经达到 26.2
亿多元。

昨日，就公司盈利和巨额初装费用问题，
郑燃有关人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其盈
利不仅包括天然气销售，还有其他产业盈
利。这与其年报所称并不相符。对于初装费
的问题，则未能给出明确说法。

公众质疑限售民用
不限商用

早在今年 2 月，郑州燃气方面就开始
吹风，称燃气壁挂炉是用气大户，正在考虑
阶梯价位收费，公司高层划出了界限：“比
如郑州居民用户月均用气 20立方米左右，
可以把 30立方米划为界限，超出部分使用
阶梯价位收费。”

事实上，在西气入郑之后，郑燃彻底放
开了天然气安装的手脚，天然气的利用快
速向冶炼、燃气汽车、取暖、餐饮等方面发
展，用气结构中依次是商业用户、工业用户
和燃气汽车。原来占天然气用户90%以上
的居民用气，一下子缩减到30%左右。

如果从2005年开始算起，郑州市2005
年用气总量为2.6亿立方米，其中居民用气
只占 1/3，共有 56万户左右；工业用气将近
1/10，其余均为商业用气。工商业用气户
共有1200多家。到了2007年，郑燃共有65
万左右居民用户，而其工商业用户囊括了
1500 多家宾馆、酒店和 40 多家工业企业，
另外，还有近 6000 辆天然气汽车用户，销
售天然气收入占其总营业额的70%以上。

郑州燃气一位内部人士曾透露：郑燃
的盈利能力持续增强，除了不断增加的用
气需求外，还有商业、工业及车辆用户明
显增长，供气结构不断优化。尤其是商
业及车辆用户的天然气价格已经与能
源市场的价格接轨。他还透露，在未
来，郑燃还将不断扩展住宅、商业、工业
及车辆用户的规模。

一位观察者称，在资源有限、居民用
气价格无法调整的情况下，民用限购不失
为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一项“良策”，很自然
地将资源由低端客户向高端客户分流，限
制居民用气的同时，优先保障了商业与工
业用气客户。同样的气源，后者的价格则
比前者高出许多。

“郑燃这一次限购民用气，而对工商
业和车辆用户等高价用气不限制，明显
有追求利润的嫌疑。作为一个经营公用
事业的垄断企业，这样对老百姓来说不
公平。”河南省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
所长王建国认为。

打破垄断是平息限
购的唯一出路

“天然气限购事件引起公众关注，这又
一次证明公用事业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打
破公用事业企业经营的垄断，才是平息限
购或者平息其他类似矛盾的唯一出路。”王
建国说。

“限购、涨价很多都是公用事业企业借
垄断自肥的手段。政府应该动用手中的有
形杠杆来严控垄断企业的这种行为。”河南
财经学院教授周正认为。

而对于郑燃谋求涨价的问题，王建国
认为这是一个不理智的做法。他说，随着
目前国民消费水平的一路追高，公用事业
企业应该顾全大局，不能追随其后，人为地
推动消费水平继续创新高，引发老百姓不
满情绪。“在CPI一直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巨
大的大环境下，郑燃的涨价意向至少在目
前这个阶段是非常不合时宜的。”王建国反
复强调这一点。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也认为，
积极推进垄断部门参与市场竞争，形成合
理的定价机制，才是解决公用事业涨价与
市民承受能力之间矛盾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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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销售亏损与盈利之争

冬季快到，燃气IC卡用户开始为取暖用气发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