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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下放 80多项政府定价

价格改革助企业减负超 4200 亿

党的十八大以来

，

我国着力完善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价格形成机制

，

坚决放开

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

，

灵活发挥价格杠

杆作用

，

将价格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

截至目前

，

97%

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

格实现市场调节

，

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

建立

。

少数仍由政府定价的自然垄断行业

和公共服务领域

，

已经初步建立了以

“

准

许成本

+

合理收益

”

为核心的科学定价制

度

。

价格改革的持续推进

，

帮助企业减轻

负担超过

4200

亿元

，

为激发市场活力

、

培育发展新动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

我国基

本实现了价格管理从直接制定价格水平向

建机制

、

强监管的转变

。

已下放 80 多项政府定价

具备竞争条件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一律

放开

，

是我国实施价格改革的重要原则之

一

。

按照这一思路

，

中央层面已经放开下

放

80

多项政府定价项目

，

政府定价限定

在重要公用事业

、

公益性服务和网络型自

然垄断环节

。

5

年来

，

农产品

、

资源能源

、

医药

、

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改革持续深化

，

价格改

革爬坡过坎

、

稳健推进

，

对行业体制变革

起到了

“

牛鼻子

”

的牵引作用

。

2015

年

，

农产品实现了价格全部由

市场形成

。

为保障口粮安全

，

保护种粮农

民收益

，

顺应市场形势变化

，

稻谷最低收

购价稳步下调

。

同时

，

我国还稳健推进棉

花目标价格改革

，

探索出一条农产品价格

主要由市场供求形成

、

价格与政府补贴脱

钩的新路子

，

激发了生产

、

加工

、

流通

、

纺织全产业链活力

，

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提供了实践经验

。

电力和天然气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

能源

。

按照

“

放开两头

、

管住中间

”

的思

路

，

2013

年迈出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改

革的关键第一步

。

2014

年输配电价改革

试点从深圳启动

。

在不到

3

年时间里

，

我

国全面完成了省级电网输配 电 价 改 革

，

市场交易电量占到电网企业销售电量

的

23%

左右

；

理顺了非居民用天然气

价格

，

占消费总量

80%

以上的非居民

用 气价格主要由市场主导形成

。

长输

、

短输

、

配气等天然气全产业链和输配电价

格科学化

、

精细化监管框架已基本建

立

。

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成为破除

“

以药补医

”

的突破口

。

2014

年以来

，

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的药品

价格均已放开由市场调节

。

目前

，

医疗

服务价格改革已全面推开

，

公立医院药

品加成已全面取消

，

对由此减少的医院

合理收入

，

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补偿

80%

至

90%

。

通过改革

，

我国将公立医

院补偿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

个渠道

，

结束了

60

多年

“

以药补医

”

的历史

，

初步建立了公立医院科学运行

新体制

。

铁路运输价格改革也为铁路行业发

展带来了更大动力

。

铁路货运按照与公

路货运

1∶3

左右的比价关系

，

2013

年至

2015

年分三步理顺国铁货运价格

，

并

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

，

允许铁路

运输企业以国家规定运价为基准上浮不

超过

10%

、

下浮不限

。

把握改革脉搏是关键

农产品

、

电力

、

天然气

、

医药

、

铁路

运输等领域的改革

，

都涉及深层次的体制

机制矛盾

，

又关系国计民生

，

牵一发而动

全身

。

这些领域的价格改革平稳有序推

进

，

关键在于坚定地把握住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脉搏

。

———

方向明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

，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的总

体要求

。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

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

从顶层对价格改

革进行了设计

。

国务院多次对价格改革作

出明确部署

。

价格改革严格执行了中央决

策部署

，

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

市场

，

强化事中事后价格监管

，

建立科

学

、

规范

、

透明的政府定价机制

。

———

步伐稳

。

价格改革涉及面广

，

关

系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

，

必须整体谋

划

，

分步推进

。

价格改革的推进

，

明确了

重点改革的三年计划

、

年度安排和推进步

骤

，

对改革作出系统安排和具体部署

。

对

每项重点改革

，

都充分调查研究

、

科学论

证

，

明确了

“

施工图

”，

把握好时机

、

节

奏

、

力度

，

稳步有序推进

。

———

兜底线

。

价格改革涉及群众切身

利益

，

必须把保障民生放在首位

。

在出台电

力

、

天然气

、

医疗服务等直接关系民生的重

大改革方案时

，

坚持底线思维

，

配套制定困

难群众

、

特殊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措施

。

———

推公开

。

推进民主决策

、

公众参

与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

也是顺利推进

改革的重要条件

。

输配电

、

天然气管道运

输

、

铁路客运等成本监审或定价办法

，

都

公开征求了社会意见

。

价格机制引导资源配置

随着价格改革的推进

，

我国基本实现

了价格管理从直接制定价格水平向建机

制

、

强监管的转变

，

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

资源配置

，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

成效不断显现

。

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建立

。

中央政

府定价项目由约

100

项缩减为

20

项

，

地

方定价项目也由平均

100

项缩减为平均

45

项

。

按照价值量测算

，

中央

、

地方政府定

价比重分别为

1.45%

、

1.54%

，

优化了资源

配置效率

，

调动了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

，

激发了创业创新活力

。

“

准许成本

+

合理收益

”

为核心的定价

制度初步建立

。

目前保留的极少数政府定

价项目

，

已全面实行清单化管理

，

并按照

“

准确核定成本

、

科学确定利润

、

严格进

行监管

”

的思路

，

初步建立以

“

准许成

本

+

合理收益

”

为核心的科学定价制度

。

价格杠杆促进降成本

、

调结构成效显

著

。

通过煤电联动

、

输配电价改革

、

电力

直接交易及加强天然气价格监管

、

加大收

费清理规范等措施

，

总计降低企业用能成

本和收费负担

4000

多亿元

。

对电解铝

、

水泥

、

钢铁等产能过剩领域用电实行阶梯

或差别价格政策

，

形成了有利于淘汰落后

产能的倒逼机制

。

民生领域

“

保基本

”

政策框架初步确立

。

紧

密结合我国中低收入群体人数较多的国情

，

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

挂钩的联动机制

，

探索开展农产品价格保

险

，

保障了群众基本生活

。

据新华网

清沙、治霾、造绿……

美丽中国在提速

九曲黄河不再是

“

万里沙

”。

黄土高

原的生态治理

，

将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

到河南郑州桃花峪

1200

多公里的黄河中

游变为

“

黄河清

”。

库布其沙漠不再是

“

死亡之海

”。

世

界点赞的中国治沙模式

，

将这片不毛之地

变成植被覆盖率超过

50％

的

“

全球沙漠生

态经济示范区

”。

塞罕坝沙地不再是

“

飞鸟无栖树

”。

55

年的植树造绿

，

把这里变成广袤林海

和天然氧吧

。

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行

，

引起国际社

会广泛关注

，

让国际机构和专家喝彩

。

他

们认为

，

中国分享生态文明建设经验是对

世界的重要贡献

。

美丽中国在提速

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

五位一体

”

总体布

局

，

美丽中国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新目

标

。

最近一段时间

，

外媒纷纷报道

，

五年

来

，

美丽中国建设走上快车道

，

各项措施

纷纷展开

：

清理整顿重污染和高耗能行

业

，

重拳出击治理雾霾

，

推行更严格的机

动车排放标准

，

生态补偿机制稳步推进

……

这些举措收到良好效果

。

比如在防治

空气污染方面

，

在整治燃煤锅炉和重点排

污企业

、

量化考核问责

、

建成空气质量

监测网等组合拳挥下后

，

2016

年京津

冀

、

长三角

、

珠三角区域细颗粒物

（

ＰＭ2．5

）

平均浓度与

2013

年相比均下

降

30％

以上

。

治理空气污染之路虽还很

艰巨

，

但朋友圈里

“

晒蓝天

”

已越来越

常见

。

“

绿进沙退

”

的奇迹也在中国上演

。

2010

年至

2015

年

，

中国是世界上净增

森林面积最多的国家

，

年均增加超过

1．5

万平方公里

；

中国荒漠化面积从上

世纪末年均扩展

1

万多平方公里

，

转为

目前年均缩减

2424

平方公里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区域办公室

主任卡伟

·

扎赫迪说

，

中国的环境保护

意识全面提高

，

法规更加完善

，

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对中国环境质量改善的前景

非常乐观

。

美丽中国有保障

美丽中国的稳步推进

，

离不开顶层

设计

、

政策法律

、

环境问责

、

配套投

资

、

基础设施及技术进步等多方面的保

驾护航

。

过去

5

年

，

中央层面审议通过了

40

余项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具体改革方案

。

2015

年

，

被称作

“

史上最严

”

的新环境

保护法实施

，

为保障美丽中国编织起制度

的

“

保护网

”。

2016

年

，

中国共立案查处

环境违法案件

13

万多起

。

水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方面

。

在

前些年太湖蓝藻等事件后

，

2016

年中国

全面推广

“

河长制

”，

给江河湖海配备了

污染防治责任人

， “

河长

”

负责对相关水

域的治理

、

保护

、

监督和协调

。

相关举措

引起了路透社

、

埃菲社和

《

南华早报

》

等

国际主流媒体的关注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代办张

金华说

，

中国先将

“

河长制

”

在一些地区

试点

，

再将试点经验升华提炼

，

从而形成

国家政策

， “

这种从下到上

，

再从上到下

的创新性机制很值得研究

！”

美丽中国惠世界

中国解决自身环境问题是对全球生态

环境的重大贡献

。

同时

，

中国还积极参与

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

中国的环保理念和政

策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赏

，

源于中国的绿

色技术也造福更多国家

。

目前

，

中国批准加入

30

多项与生态

环境有关的多边公约或议定书

。

在蒙特利

尔议定书框架下

，

中国累计淘汰消耗臭氧

层物质超过

27

万吨

，

占发展中国家淘汰

量的一半以上

。

《

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杂志

》

主编克

利福德

·

柯布称赞 中 国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开

辟了新 路

。

他 认 为

，

中 国 走 过 的 发 展

道路完全不同于欧美国家

。

比如绿色能源

，

中国已经在很多技术

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

有数据显示

，

全世

界三分之二的太阳能电池板和近半数风力

发电机都产自中国

。

中国已是全球绿色能

源的最大投资国

，

其创新型

、

低成本

、

高

效益的新能源技术方案在全球表现突出

。

又如防沙治沙

，

库布其沙漠共计修复

绿化沙漠

969

万亩

，

共计创造生态财富

5000

多亿元人民币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

行主任索尔海姆了解其经验后

，

主动当起

库布其的

“

世界推销员

”，

在多个国际场

合大力推介

“

库布其模式

”。

中国美

，

还要和世界一起美

。

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评价

，

中国政府近

几年把自己的发展路径

、

经验和新发展思

路与世界分享

，

是对世界发展的重要贡

献

。

据新华社

消费者正在选购蔬菜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