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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调价基数，如何得来？
每户30立方米/月
高于大多数城市

据统计，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
意见，第一档覆盖80%居民，年用气量为
228立方米，月均用气量19立方米；第二
档覆盖 95%居民，年用气量为 433 立方
米，月均用气量36立方米。

而测算合燃集团 2014 年居民用户
月均用气，主要特点是：81.6%的用户月
均用气量在 20 立方米以下；92.3%的用
户月均用气量在 30 立方米以下；95.8%
的用户月均用气量在 40 立方米以下；
97.0%的用户月均用气量在50立方米以
下；98.8%的用户月均用气量在 100 立
方米以下。

全国目前已公布省会城市天然气阶
梯价格方案中，第一档用气量基数普遍
在每户 25 立方米/月以内，合肥第一档
用气量基数每户 30 立方米/月，高于大
多省会城市第一档用气量基数。

气价调整，哪种方案更省钱？
在第三阶梯计量上，方案二比方案一一年少花费127.2元

在第三阶梯计量上，方案二比方案一一年
少花费127.2元，更有利于使用气量多的家庭。

居民年用气量300立方米
仅使用第一阶梯气量基数
方案一年支出：
2.33×300=699元

方案二年支出：
2.40×300=720元

居民年用气量700立方米
使用部分第二阶梯气量基数
方案一年支出：
2.33×360+2.80×(700-360)=1790.8元；

方案二年支出：
2.40×360+2.88×(700-360)=1843.2元。

居民年用气量1500立方米
使用第三阶梯气量基数
方案一年支出：
2.33×360+2.80×(720-360)+3.5×(1500-720)=4576.8元；

方案二年支出：
2.40×360+2.88×(1080-360)+3.6×(1500-1080)=4449.6元。

低收入人群等用气，优惠么？
按户口算的五口之家，增加用气基数

对低收入人群实行气价优惠政策。因家庭人口
众多（五口人及以上），每年可持户口本到城市燃气
企业申报，经燃气企业核实确认后，第一档用户用气
量基数每年增加 60 立方米。对学校、养老福利机构
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气价水平按当地居民
第一档、第二档气价平均水平执行。

供气企业实行阶梯气价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补偿
居民天然气价格亏损和应急储气调峰设施的投入等。

昨日，合肥市物价局做了关于建立居民生活用气阶梯式价格
制度的报告，对于老百姓比较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说明。

现行合肥居民天然气价格为 2.33 元/立方米，低收入
特困家庭，每月用气 15 立方米以内按 2.10 元/立方米执
行，超过15立方米的部分按2.33元/立方米执行。

经合肥市成本监审局会同安徽九通会计师事务所的成本

监审，现行居民用气采购成本为1.555元/立方米，加上6%的供
销差率，13%的增值税，居民天然气单位成本为：1.555/0.94+
0.87×1.13=2.637元/立方米，高于现行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
2.33元/立方米。居民用气企业亏损0.307元/立方米。

这样的涨价理由，能说服你么？
居民用气，企业亏损0.307元/立方米

三问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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