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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价听证会不该是“听涨会”
8位代表赞成方案一：第一阶梯气价保持稳定
13位代表支持方案二：适当补偿燃气企业成本

□记者 任金如/文 王恒/图

让许多市民心心念念的合肥市居民生活用气阶
梯式价格制度听证会，昨日上午在陆军军官学院科技
交流中心正式召开。经过层层筛选的21位听证会代

表，对于两套方案进行了表决，其中，8位代表赞成方案
一——第一阶梯气价保持稳定，13位代表支持执行方案二

——适当补偿燃气企业成本、考虑燃气供暖户的负担。
但是否每次的听证会就该成为涨价会，部分与会代表发

表了自己的观点，建议在此次调价分档气量基数上进行调整，
重新确定核定人口多家庭的标准，建立用气超档预警等等。

昨日，21 位听证会代表，对于两套听证会
方案发表了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合肥市政协委员冯克军说：“我们能不
能打破一种逢听必涨的模式，我非常赞成气价联动的模
式，我们用气将来跟用汽油一样，涨的时候大家涨，低的时
候大家低。最近消费者代表提出的意见，或者说我咨询各
方面的意见也好，大家都说，今年的天然气价格在国际市
场上跌得非常厉害，我们十年以来第一次对阶梯式价格的
气价上涨，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希望能够给个说明，是不是
国家发改委有文件，居民的生活用气不准涨价？希望物价
部门能够给予一个解释。”

合肥市人大代表陆荣萍说，在和辖区的居民讨论中，
居民们认为听证会就是涨价会，但是她认为任何一个政策
的出台都需要一个讨论的过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消耗资源的成本也在提高，而且提高的比例也是人们
所能承受的价格，计划经济也不是一锤子不变的价格，所
以说实施合理的用气价格调整，也是必然，会成为常态。
实施阶梯气价，在原有的基础上一个月增加了二十几元，
是在可以承受范围之内，又能节约用气。

昨日在会议现场，合肥市物价局明确答复，国家督促
各地今年全面实行保基本、促节约的居民用水、用气阶梯
价格制度，禁止随意上涨的是天然气的采购价格。

人口测算，不能按户口“一刀切”

如何核定多人口家庭，成为昨日代表们最关心的话题。
省科协的工作人员李兆麟说，多人口家庭的认定，光

用户口本一刀切是不是合理？就拿我自己的家庭来说，我
和我的父母、小孩，一家五口人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的户
口却不在一个本子上，所以说用户口本来认定是有一定的
问题，希望可以改进一下方法。超过五口每年增加 60 立
方米，这个有点绝对化，是不是每增加一口人，或者增加人
口数量来相应提高用气比例？

来自安徽省中医院的彭婷婷认为，配套措施方面，关
于人数较多家庭阶梯量的确定，我们80后人口特点是“4+
2+1”的特点，二胎放开之后将是“4+2+2”的方式，能否不
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每增加一口人每月可以增加5立方米
的形式。来自合肥市公安局的白冰建议，在配套措施中，
人口较多的家庭以户口本作为登记标准，我认为这是不合
理的，人在户不在的情况是经常存在的，个人建议可以采
取户口本和身份证号码做一个共同核实。

合肥消协的代表朱正宝认为，现在有一个情况，国家
鼓励家庭养老，多人口的家庭现在越来越多了，合肥是一
个新城，很多人口家庭，比如说带孩子的，父母一起的，这
一类的家庭现在很多，他们可能不在户口本上，但是
实际上他们属于共同生活的，这一类的人用气量还是
比较大的，目前来说每月30立方米可能刚刚好，但是
未来用气量可能会越来越多，建议增加的用气基数再
增加一点。

教天然气方面专业课的安徽建筑大学王造奇老
师建议，阶梯气价应区分居民基本用气和非基本用
气，对于居民基本生活用气需求，保持价格相对稳定；
对超出基本生活用气需求的部分，要适当提高价格，
以反映天然气资源稀缺程度。

冯克军代表建议，是否可以重新核定第二档用气
的价格指数。合肥采用独立采暖的普通家庭不少，合
肥市物价局给出的数字是独立供暖燃气锅炉用户超

过 5 万户，而他调查的结果是，合肥大约有 200 多家
能做独立供暖的公司，按照每家公司每年 2000 户的
客户计算，合肥实际采用独立供暖的家庭远远超过5
万户以上。如果不是用气量太大，普通家庭的冬季用
气数肯定在第三档最高的用气量 1080 立方米以内，
关键的就是第二档气价的价格基数，是否可以再重新
核定。因为采用独立供暖的普通家庭，也是上有老、
下有小，是否可以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作为专门从事我省各个城市幸福指数研究
机构，每年的安徽城市幸福指数中，并没有将物价
指数纳入衡量体系，而是以城市的基础配套实施
是否完善作为衡量指标。譬如，对于使用天然气
的考量，幸福感的指标主要是户均天然气通气率，

而不是消费的价格是多少。当然，别的机构
也曾采用过物价指数作为城市衡量幸福

指数的指标，但是这种指标的使用，
主要考虑的是物价的增加幅度。

对于低收入家庭，水电
气价格调整幅度过大，肯
定会影响他们的幸福感。

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营房处处长王雪松，谈了
自己对学校、部队、养老福利机构单位计算方案的看
法。目前学校、部队、养老福利机构的单价是2.33元/
立方米，调整后涨落10%。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指导意
见，学校按照第二档的平均水平执行，比第一档提高
10%。显然方案一比较合理，按照方案一，以解放军
电子工程学院为例，调整价格之前是 270 万，调整之
后就要增加 27 万，这个增加还是不少的。学校、部
队，是非营利性的机构，燃气价格的上涨也直接增加
这些单位的支出和负担。建议物价部门和天然气企
业，能够健全完善用气即将超档前的通知机制，或者
是预警机制，这样可以及时通知用户即将超档了，这
样给用气一个调整的空间和时间。建议加强宣传和
解读的力度，2015 年天然气的国际价格是下行的，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召开听证会不一定就是上涨的，

我们要施行上下游的联动机制，这个机制施行后价
格是可升可降的。

政协委员韦洋提出建议，第一阶梯气价基数能否
扩大到50立方米/月。企业用气成本倒挂的情况，政
府固然要对企业实行政策支持，但比较调价前后的价
格，建议政府也要为低保和特殊困难人群提供帮助。

听证会不应该就是涨价会

基本用气和非基本用气，应区分

建议建立用气超档预警机制

场外声音 合肥阶梯气价究竟如何调整比较合适，昨日，没有与
会的专家和市民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物价飞涨会降低市民的幸福感
——省社会科学院专家 许红

对于老百姓而言，水、电、气这些最基本的
日常开支不涨价最好，原因是经济不景气了，城
乡居民的收入都在降低。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成
本增加、收入不增加，该谁来考虑？

这些年，合肥政府在全国率先推出“一元
菜”等，这种利民的措施为什么不能波及水、
电、气的使用上。和老百姓基本生活相关的社
会公用事业，政府也应该纳入民生工程，加大
保障力度。在水电气的使用上，区别基础和非
基础消费，加以成本控制，是应当的。但是，提
倡节约资源，老百姓超出消费要付出高价，那
么节约资源呢？是否该有政府相关部门来奖
励，这些都值得思考，提倡资源节约，价格杠杆
是否是唯一的调节手段。

水电气基本使用，也该是民生工程
——合肥普通职工 林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