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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年内首度下调 北京仍在８元区
全国汽油折合下调0.24元/升，柴油下调0.26元/升；分析称此次降价及时

国内成品油价格终于迎
来了年内的首度下调。发改
委昨日下午下发文件，自 5
月 10 日零时正式下调成品
油零售价，幅度确定为汽油
330 元/吨，柴油 310 元/吨。
折合汽油降 0.24元/升，柴油
降 0.26 元/升。此次下调为
我国成品油价年内连续上涨
两次后的首次下调，而下调
幅度也创下 2009 年以来单
次下调最大幅度。

调价后，广东、上海、深
圳、重庆、云南等省市的油价
将回到7元区，但北京地区最
高零售价依然在８元以上。
昨日据北京市发改委的文
件，调价后，北京93号汽油价
格 8.07 元/升 ，下 降 了 0.26
元/升，97 号汽 油 价 格 8.59

元/升，下降了0.28元/升。

国际油价“给力”
促下挫

发改委称，此次国内成
品油价格的下调遵循了定价
机制。

3 月下旬，美国得克萨
斯轻质原油和英国北海布伦
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在高点
徘 徊 ，最 高 分 别 达 到 每 桶
107.3 美元和 125.7 美元，均
接近今年历史最高水平，但
之后开始震荡回落。尤其自
上周以来，下跌加剧。国际
油价在美国原油库存创出
22 年以来的新高以及欧洲
经济形势不明朗等多因素影
响下，连续下挫，在最近 5 个

交易日中跌去近 10 美元，跌
幅超过8%。

这直接带动国际油价三
地变化率快速下滑，由 5月 4
日的-3.25%迅速跌至 5 月 8
日首度突破-4%，满足国内成
品油价格下调条件。

降价比较及时

值得注意的是，据多家
大宗商品机构监测数据，昨

日国际油价三地变化率年内
首度突破-4%，也就是说当
国内油价下调窗口刚打开，
发改委就下调了油价。

“降价的时候发改委行
动还是很及时的，因为是好
事嘛！此前总是上调油价，
发改委的压力也很大。”在发
改委正式公布降价消息前，
一位市场分析师已经通过石
油公司提前确定了今日凌晨
即 将 调 价 ，以 及 调 价 的 幅

度。而自周三开始，这位分
析师就很不淡定，一直在多
方打听发改委什么时候开始
调价。因为按照发改委公布
的调价公式，5 月 9 日和 5 月
10 日这两天是非常敏感的
日期。按照公式，当国际油
价三地变化率连续 22 个工
作日达到 4%时，发改委就可
以调整油价。而上次国内
成品油价格上调是 3 月 20
日 凌 晨 ，早 在 4 月 20 日 左
右就满足了 22 天的条件，
但直至 5 月 8 日国际油价三
地变化率才达到-4%，刚满
足条件。

跌幅未做控制

此次油价下调也早在预

期之内，此前多家分析机构
就预测下调幅度可能为 300
元每吨，有机构预测幅度甚
至为 200 元每吨。此前市场
曾担心，之前发改委曾表示
上调价格时没有上调到位，
即 3 月 20 日本应上调 700 元
每吨，最终仅上调 600 元每
吨，而导致此次发改委降价
也会考虑石油公司的利益而

“缺斤少两。”
对此，息旺能源分析师

廖凯舜计算，如按照昨日发
改委公布的降幅来看，此次下
调是完全与国际油价接轨的
幅度，并没有减小降幅。厦门
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林伯强也认为，此次下调价格
属于到点就调，降幅基本上就
是4%，并未做控制。

广州的郭先生听到油
价下调后很淡定，他表示：

“下调后油价还是很贵，而
且车不经常用”。他说，自
己开的路虎排量大，加上动
力分配，非常耗油。一次加
油要 65 升，要 560 元才能加
满 。 现 在 97 号 油 下 调 了
0.28 元，也只省了 13 块钱。

“油价都是在上升中下跌,总
体依然很贵。”

家住北京的 30 岁的银
行职员李女士昨日表示，通
常情况下她一般只加半箱
油，这样算下来，半箱油省6
块，一箱也就省12块。

由于不开车上下班，所
以李女士认为不至于为了省
12块钱再专门去加油，如果
遇到排队，就更加麻烦。估
计出租车司机可能会对这种
下调更敏感。
新京报记者 刘兰兰
实习生 李媛

一箱省十几块
油价依然贵

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
价格共有 3 次调整，两升一
降。总结自 2009 年国内成
品油定价机制实施以来，
国 内 成 品 油 价 格 调 整 17
次，其中 12 涨 5 跌。以北
京为例，４年间 93 号油的
价格已由 5 元水平上涨至 8
元以上。“涨多跌少”成为国
内油价调整的代名词，甚至
此次听闻油价要调整，也有
不少消费者第一反应是“又
涨多少”？

发改委称：“涨多
跌少”是必然

对于“涨多跌少”的疑
问，昨日发改委表示，现行
定价机制实行的是国内成

品油价格与国际市场原油
价格有控制地间接接轨，就
是说国内汽、柴油价格变化
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
总体上应是一致的。

2009 年以来国际市场
油价波动加剧，虽然有涨有
跌，但总体呈现震荡上升态
势，WTI 和布伦特原油期货
价格分别从 2009 年初的每
桶 35 美元和 40 美元左右涨
至目前的 100 美元和 110 美
元左右，上涨幅度为180%左
右。因此，根据现行国内成
品油价格机制，国内成品油
价 格 变 化 趋 势 也 是 上 涨
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内
油价必然是“涨多跌少”。

发 改 委 还 强 调 ，实 际
上自 2009 年以来，发改委

对油价上涨做出了适当控
制，国内成品油价格的实
际涨幅要低于按机制测算
的涨幅。

分析师：建立更公
平的竞争环境

对于发改委的看法，不
少市场人士并不完全赞同。

息旺能源分析师廖凯
舜表示，在国内原油进口
依 存 度 逐 步 攀 升 的 情 况
下，利用价格杠杆有利于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且
调价不能成为唯一的路径，
例如政府要加强对于石油
企业的监管，此外更重要的
则是要建立公平的市场竞
争环境。目前民营油企还

没有进口成品油的资质，而
今年两会期间就有民营油
商表示希望政府可放开民
企去海外进口成品油，目前
俄罗斯的成品油价格便宜，
进口到国内有利可图。此
外中国作为石油消费大国，
一直被国际市场牵着走，在
国际油价上并无话语权。

专家：加强监管分
类补贴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研
究中心教授林伯强也表示，
虽然目前57%的原油依赖进
口，但仍有 40%以上的原油
是国内供给。现在公众最
关心的就是炼油成本，政府
部门应该加强对垄断企业

的监管。此外他建议应分
类对不同人群给予补贴，无
论补贴来源是国有油企的亏
损还是直接财政补贴，都来
自于国家财政，财政再分配
的基本原则是向弱势群体倾
斜。此前控制油价上涨，然
后再补贴给两巨头实际上多
补贴了富人。

关于新定价机制何时
推出，他认为伊朗问题没有
解决，油价依然有大幅度
上涨可能，如果新机制推
出，而国际油价大幅度上
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
的幅度会加快，消费者可能
难以接受。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钟晶晶

油价调整为何总是“涨多跌少”？
发改委称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与国际市场变化一致，所以油价必然涨多跌少；对此市场人士不完全赞同

■ 热点追问 ■ 有车族说

2010年至今国内几次油价调整 （单位：元/每吨）

调价后，北京93号汽油价8.07
元/升，下降0.26元/升，97号汽油价
8.59元/升，下降0.28元/升，京标0号
柴油8.04元/升，下降0.27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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