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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起，我国将全面试行居民阶

梯式电价。 截至目前，已有近 2 0 个省、市

公布了听证方案。 这些方案设计是否科

学合理？各地的标准有哪些差别？居民用

电成本将有怎样的变化？“阶梯”设计如

何兼顾效率和公平？ 阶梯电价是否只升

不降？ 如何解决地区和季节用电量差异？

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和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居民阶梯电价并非只升不降

80%居民电费不受影响

低收入群体每年少交电费 60 元 ~90 元

中央空调地暖耗电支出大

大家庭可能吃点儿亏

居民电价上调是大势所趋

“由于我国主要依靠火力发电，而煤炭是不可再

生资源，随着资源的紧缺不断加剧，电价上涨是必然

趋势。 ”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清

杰对记者说。 他解释道，一直以来，在“市场煤”对接

“计划电”的情况下，我国的居民电价并未真实反映资

源的稀缺程度。 随着煤炭价格持续攀升，环境压力逐

渐加大， 调整居民电价是能源改革市场化的必由之

路。

阶梯电价制度是按居民用电量的多少分段计价，

其核心是多用电者多付费，在保障基本需求的前提下

抑制高消费，通过价格手段促进节能减排。

周清杰认为，相对过去的单一定价机制，采用阶

梯电价是电价制度迈向市场化的一种进步。“阶梯电

价通过对用户形成经济信号的负激励，以促进居民减

少用电。 长期来看，能逐渐影响居民的消费习惯，鼓励

居民购置节能家电。 ”他说。

国家发改委的指导意见将户均居民

用电量分为三档，第一档基本用电量价

格不变，第二档和第三档电价逐级递增。

因此，在各地出台听证方案之后，第一档

电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专家指出，基本电量的确定应综合

考虑各地气候、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

等因素。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方案看，各地基

本电量的设置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上海

执行的标准为全国最高，首档电量最高

至 260度； 陕西和甘肃第一档用电量最

低，仅为 120度，不到上海额度的一半。

一些省、市根据气候特点，拟定了分

季节的听证方案，如湖南的一套方案中，

春秋季和冬夏季第一档电量分别为 110

度、210度。 北京居民用电价格拟以年为

限，一个自然年内一个家庭全年用电若

不超过 2760 度（2 3 0 度乘以 1 2 个月），

将执行第一档电价标准。 用户可根据需

要自行调剂每月使用电量，解

决了各家庭季节性用电偏好

不同的问题。

上海市的听证方案还考

虑了不同时段的价格差异。

“平时段”（6 时至 2 2 时）为

0.617 元 / 度，“谷时段”（2 2 时

至次日凌晨 6 时）为 0.307 元 /

度。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

授武康平说，分时计价是更合

理的电价机制，因为夜间用电

的人少了，电厂发出的电还有

很多， 可以通过低价鼓励居民夜间多用

电。

周清杰认为， 方案设计不能忽略同

一省内的城乡差异。 由于农村居民用电

量普遍少于城市， 如果城乡采用统一的

电价标准， 那么第一档电量的制定应更

偏向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 这样才能保

障多数城市居民的基本用电不涨价。

据介绍， 我国居民用电呈现倒金字塔型特点，用

电较少的 2/3居民家庭只用了 1/3的电， 用电量最多

的 5%的高收入家庭消费了 24%的电量。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居民阶梯电价在制

度设计上， 第一档按照 80%覆盖率比例确定电量标

准，电价保持稳定；第二档按照 95%的覆盖率比例确

定，每度（即“千瓦时”）提高 5 分钱以上；超过第二档

用电量的为第三档，每度提高 0.30元。

部分低收入群体还可能减少电费支出。 据介绍，

目前全国约有 4000 万户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

按全国居民电价平均约每度 0.5 元计算， 实行阶梯电

价后，这些低收入群体每户每月在 10 度或 15 度用电

限额内免费，每户每月可减少支出 5 元至 7.5 元，每年

减少电费支出 60元至 90元。 这体现了对低收入群体

用电的价格优惠，也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阶梯电价设计上有升有降

阶梯电价制度出台历时 4 年

对于阶梯电价方案的出台制定，国家发改委有关

负责人说， 我国居民阶梯电价制度自 2008 年开始研

究，从酝酿到出台历时 4年。 在此之前，部分省份如浙

江、福建、四川等已试行居民阶梯电价制度。 此外，还

充分听取了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走访了消

费者协会，并到部分居民小区进行了实地调研。 2010

年 10月 9日 ~21日，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经反复

修改完善后，于 2011年 11月形成并下发了《关于居民

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

关于各地出台阶梯电价具体实施方案还需履行

什么程序的问题，该负责人表示，各省（区、市）价格主

管部门要根据指导意见，认真研究制定本地区居民阶

梯电价试点具体方案。 在方案制定过程中，要充分听

取社会各方面意见。 试点方案形成后，应按照《政府制

定价格听证办法》等规定，召开听证会听取意见后再

组织实施。

截至目前， 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公布了听证方案。

该负责人介绍，用电量设档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经济

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用电量越来越多，一、

二、三档用电量可以适当调整。

电价必须是“白菜价”吗？

在阶梯电价意在“变相涨价”的质疑中，电力部门也有一肚子的苦水无处倾诉。

“连几毛钱的烧饼都涨了 10 倍价钱的今天，一直是白菜价的电价为什么不能涨

价？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 1949年解放后起，国家就对电价

实行了管控和补贴，分为民用电、工业用电、农业用电、商业用电等。 因为当时的工资

水平比较低，国家对居民用电实行了补贴，时至今日，随着居民用

电量的不断升高，政府负担的补贴也越来越多，即使是 6 月 1 日

全国采用阶梯电价后， 现行电价和实际电价之间仍然是价格倒

挂。

该业内人士表示， 居民的电价机制也要合乎市场机制的定

价。 如果真的是以涨价为出发前提，那么居民用电价格最简单的

操作就是向工业用电、商业用电看齐，但即将实行的阶梯电价显

然不是这样。

另外，“能源价格过低不利于我国发展节能产品”， 该业内人

士表示，在商场内，同一品牌的 3 匹空调节能款与普通款的差别

为 1200 元，而在现行的电价基础上，节能款空调 10 年为消费者

节约的电费大约还赶不上它与普通款的差价，所以在能源价格偏

低的情况下，我国节能产品的发展规模和产品数量一直有限。

（综合《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经济周刊》）

阶梯电价实施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用电价格会

发生怎样的变化？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柏强表示，

由于统计信息不对称，第一档电量能否确认是各地

实施阶梯电价的关键。

北京市的罗芳女士，向记者提供了自己一家四

口去年的用电量清单。 对照北京市第一档的用电量

标准（按照方案一每月 2 3 0 度测算），发现竟然全部

月份都超标。 罗芳表示，自己平时用电绝对是“节约

型”的，随手关灯，夏季空调只开一个。“实行阶梯电

价后，我们肯定要多交电费了。 ”

根据北京市目前公布的两套听证方案，第一档

的月度基础电量分别为 230度和 240 度， 电价为现

行标准：0.4883 元 / 度；超过者再分为两档，每度电

分别上涨 0.05元和 0.30元。

罗芳一家的年用电量约为 4000 度， 按照目前

的电价， 一年用电花费是 1953.2 元。 如果按照北

京市阶梯电价方案一计算， 年电费为 2015.2 元，

多支出 60元左右。“虽然不是一笔大数目， 但是总

觉得心里不痛快， 实行新方法， 让人感觉即使比

以前用电量少， 也没有降价的部分， 但和以前用

的一样的就算是超额了，要涨价。 ”罗芳说，“何况，

有多少人会因为这几十元的出入，而精

打细算地用电？ ”

专家认为， 对于多数农村居民和

低收入家庭来说， 阶梯电价不会增加用电成

本， 而拥有中央空调、 地暖设施等高能耗电

器的家庭， 电费支出增大可能会比较明显。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蔡国雄表示，

以北京市公布的第一档每月 230 度用电量为例，在

春秋季（非用电高峰季节）对一般三口之家应该是够

用的。但居住人口多的家庭，用电量可能会超过基本

档。而拥有多套住宅的居民，如果其居住时间分散到

各个住房中， 将会比只有一套房的居民用电

“划算”。

在“北上广”等大城市，还存在多人合租的

情况，这样一套房的用电量明显会比一般家庭

用电量多， 这些租房的居民将要支付更高的

人均电费。 对此，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所

长助理高世宪坦言， 制度设计难以兼顾

这种特殊情况， 阶梯电价如果按个人计

算， 操作成本可能很高。 这种情况只能

一事一议， 在大的制度框架外另寻解决

办法。

大家庭吃亏，多房户划算

首档电量基数成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