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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发布 《关于进一步
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提出有序放
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
浮动范围、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以及保持居民、
农业用电价格稳定等改革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司长万劲松表示，此次改革，在放开发电侧上网电价、
用户侧销售电价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着电力市场
化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推动燃煤发电全部入市

“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深化电价市场化改
革，有序放开竞争性环节电价。”万劲松在 10 月 12 日举
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9 年出台了

《关于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意
见》，将实施多年的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

“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电价机制，各地燃煤发电
通过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由市场形成价格。

谈及此次改革，万劲松表示，按照电力体制改革“管住
中间、放开两头”总体要求，此次改革在“放开两头”方面均
取得重要进展，集中体现为两个“有序放开”。

在发电侧，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我国
燃煤发电电量占比高，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在发电侧上网
电价形成中发挥着“锚”的作用。目前，已经有约70%的
燃煤发电电量通过参与电力市场形成上网电价。此次改
革，明确推动其余 30%的燃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
场，这样将进一步带动其他类别电源发电电量进入市
场，为全面放开发电侧上网电价奠定坚实基础。

在用电侧，有序放开工商业用户用电价格。目前，
大约44%的工商业用电量已通过参与市场形成用电价格。
此次改革，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电力市
场，按照市场价格购电，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尚

未进入市场的工商业用户中，10千伏及以上的工商业用
户用电量大、市场化条件好，全部进入市场；其他工商
业用户也要尽快进入。届时，目录销售电价只保留居
民、农业类别，基本实现“能放尽放”。同时，明确对暂
未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工商业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购
电，代理购电价格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要求电网企业
首次向代理用户售电时，至少提前1个月通知用户，确保
改革平稳过渡。

扩大电价上下浮动范围

围绕价格浮动，此次通知明确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
下浮动范围。将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围由现行
的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扩大为上下
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
上浮20%限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彭绍宗
介绍，近期煤炭价格明显上涨后，一些地方电力市场的
燃煤发电交易电价已实现上浮，对缓解燃煤发电企业经
营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
围，有利于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电价更灵活反映
电力供需形势和成本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燃煤发电
企业经营困难、激励企业增加电力供应，更好保障电力
安全稳定供应。

针对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万劲松表示，高耗
能行业无序发展，会增加电力保供压力，不利于绿色低
碳转型发展。“这次改革，我们明确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
电价不受上浮20%的幅度限制，有利于引导高耗能企业市
场交易电价多上浮一些，这样可以更加充分地传导发电
成本上升压力，抑制不合理的电力消费、改善电力供求
状况；也有利于促进高耗能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对物价水平影响有限

此次改革对用户用电的影响怎么看？彭绍宗表示，全
面放开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扩大上下浮动范围，在电力供
需偏紧的情况下，市场交易电价可能出现上浮，在一定程
度上推升工商业企业用电成本。但需要分用户类别来看，
对高耗能企业而言，就是要让其多付费。其他工商业用户，
用电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总体较低，市场交易电价出现一
定上浮，企业用电成本会有所增加，但总体有限。

“考虑到不同用户的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了针对
性安排：一是各地根据情况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进入市
场，并建立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机制，确保平稳实施。二
是鼓励地方通过采取阶段性补贴等措施对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实行优惠。三是继续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中小微企业融资、制造业投资等一系列惠
企纾困措施。”彭绍宗说。

在居民、农业用户用电方面，万劲松表示，国家发
展改革委在推动改革、开展各项工作中，始终把保障民
生放在重要位置。此次改革，明确居民，也包括执行居
民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
事业用户，以及农业用户用电，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
仍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改革实施后，居民、农
业用户将和以往一样购电用电，方式没有改变，电价水
平也保持不变。“总体来看，此次改革对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 （CPI） 没有直接影响，对物价水平影响有限。”

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

电力市场化改革迈出重要一步
本报记者 邱海峰

连日来，河北省秦皇岛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工作人员对小区内
的热力站内供暖设施进行调试，并对循环泵、换热器的运转情况进行巡检，确保供热
运行安全稳定。图为工作人员检查站内供热设施。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连日来，河北省秦皇岛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工作人员对小区内
的热力站内供暖设施进行调试，并对循环泵、换热器的运转情况进行巡检，确保供热
运行安全稳定。图为工作人员检查站内供热设施。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近来，南方电网贵州铜仁供电局加大对重要设备巡视巡查力度，组织人员对各供电
辖区线路、台区全方位开展特巡、特维工作，及时发现和消除设备、线路隐患，以最佳状态
迎接冬季用电高峰期的到来。图为电力工人在排查隐患。 陈厦华摄 （人民视觉）

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的 《2021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调研分析报告》
显示，2020年民营企业500强税后净
利 润 达 19697.38 亿 元 ， 同 比 增 加
41.4%。民营经济稳步复苏、做大做
强的背后，与中国近年来推出的一
系列税费优惠政策紧密相关。

向民营企业持续释放税费优惠
“真金白银”。2020 年，全国新增减
税降费超过 2.5 万亿元，其中民营
经济新增减税降费占 70%左右。得
益于减税降费政策作用，2020 年民
营企业销售收入税费负担率同比下
降 9.5%。同时，随着出口退税政策
优化、便利度不断提高，民营企业
积 极 开 拓 国 际 市 场 。《报 告》 显
示，2020 年民营企业 500 强出口总
额同比增长 9.14%，占全国出口总
额的5.11%。

“2019-2020 年，企业享受各类
税收优惠减免 2000 多万元。这两年
恰逢我们投资新基建项目、推进信
息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税收优惠红
包的落实为我们抢抓机遇实现转型
升级，赢得了更多主动权。”中启控
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启荣介绍，在
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过程中，税务部
门组成专家团队全程跟踪指导、上
门开展政策辅导答疑，为企业提供
了极大支持。

为民营企业提供更优质的税收
营商环境。2014 年以来，全国税务
系统持续8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累计推出 39 类 147 项系列创
新服务举措，各地税务机关共推出
近 5 万条细化配套措施……不断优
化的税收营商环境，让民营企业更有获得感。

“这几年，税务部门的服务理念和手段不断
转变，大力推行‘非接触式’办税，建立‘云
服务’网络，及时响应纳税人多元需求，为民

营企业提供了优越的税收营商环
境。”91 科技集团董事长许泽玮介
绍，北京市税务部门积极落实增值
税减免、延长亏损结转年限等政
策，使企业受益良多。

支持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向产业
链高端攀升。2020 年，全国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政策减免税额超 3600 亿
元，2015-2020 年均增长 37.8%，有
效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2020
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中92.4%为民
营企业，民营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
入占全国比重的 70%。《报告》 显
示，在支持企业创新政策效应中，
民营企业 500 强认为“减免税收政
策”的作用最为显著。

“2020年，我们享受到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700余万元，让企业能一心
一意搞研发、加快产品升级。”河北
兴隆起重设备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邢
茜介绍，唐山市和丰润区各级税务
部门主动做好对接工作，使企业充
分享受到税惠政策红利，目前企业
已取得 26 项发明专利，被评为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民企享受税收优惠实现快速发
展，反过头来对税收贡献也在不断
提升。2020 年民营经济缴纳税收占
全国税收比重达60.1%，成为稳定全
国税收的重要支撑。全国工商联的

《报告》 显示，2020 年民营企业 500
强纳税总额达 1.36 万亿元，占全国
税收比重达8.84%。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
表示，税收优惠对于激发民营企业
等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发挥着积极作

用。近年来，一系列税收帮扶政策及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工作成效显著，民营企业、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活跃度持续提升，为市场良性健
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去
年
民
营
企
业
销
售
收
入
税
费
负
担
率
同
比
下
降
近
一
成
—
—

税
费
优
惠
助
力
民
企
发
展

本
报
记
者

汪
文
正

▲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今年各乡村
大力开展科技育秧、机械栽插等新技术
和新农具的推广运用，为全年水稻稳产
增收奠定基础。图为10月11日，会昌县
西江镇大田村赣瑞龙高铁沿线，金黄色
的晚稻陆续成熟，丰收美景宛如画卷。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日前，安徽省庐江县晚稻全面开
镰收割。当地推行机械化收割，实施秸
秆粉碎还田、打捆回收，提高废弃秸秆
综合利用率，不仅有效避免秸秆焚烧造
成的环境污染，还节约肥料成本、增加
了农民收入。图为10月12日，农机手在
进行水稻秸秆回收作业。

王 闽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成都10月12日电（记者杨迪） 我国
竹林面积超过 1 亿亩，年产值近 3200 亿元，从
业人员超过 1500 万人，人均年收入超过 1 万
元。这是国家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副司长黄
正秋在 12日于四川省宜宾市举行的第十一届中
国竹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的。

黄正秋说，我国竹林面积、竹材蓄积、产
品质量、生产效益和出口创汇均居世界前列；
竹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林草业重要的组成部
分，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产业，是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产业，是助力乡村振兴的
富民产业。

即将于10月19日至21日在四川省宜宾市举
办的第十一届中国竹文化节，将是一场促进我
国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峰对话。据黄正秋介
绍，本届竹文化节邀请了来自行业管理部门、
重点竹产区、科研院校、企业的代表和国际专
业人士齐聚一堂，共同为竹产业发展协商研

讨、建言献策。
同时，竹文化节上还将集中展示我国竹产

业新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全国重点竹产区
的 15 个省份 128 家企业参与线上和现场展示，
涉及竹家具、板材、造纸、纤维、餐饮、活性
炭等全产业链的8大类500多种新优特产品。

本届中国竹文化节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四
川省人民政府和国际竹藤组织共同主办，主题为

“竹福美丽中国，促进乡村振兴”；共设置 12项活
动，其中开幕式、高峰论坛等主要活动 6项，主题
晚会、竹书法展、竹摄影展等专项活动6项。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
的竹业盛会，中国竹文化节首次举办于 1997
年。第十一届原定于去年上半年举行，但因新
冠肺炎疫情推迟至今年。宜宾市是迄今唯一两
次举办中国竹文化节的城市，也是全国十大竹
资源富集区之一，2020年底全市竹林面积 354.6
万亩，实现竹产业综合产值248.11亿元。

我国竹林面积超过 1 亿亩
本报北京 10 月 12 日电

（记者徐佩玉） 记者12日从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9月中
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再创新
高，分别达到35.3万辆和35.7
万辆。

9 月，新能源汽车市场表
现依然出色，产销环比和同比
均呈增长，且产销量超过上
月，再创历史新高，分别达到
35.3万辆和35.7万辆，环比增
长 14.5%和 11.4%，同比增长
均为 1.5 倍。在新能源汽车主
要品种中，与上月相比，纯电
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
均呈增长；与上年同期相比，
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产销同样保持迅猛增长。

1-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达到216.6万辆和215.7万
辆，同比增长 1.8 倍和 1.9 倍。
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与
上年同期相比，纯电动和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均延续了
高速增长势头。

9 月汽车产销比上月有所
好转。9月，汽车产销分别达
到207.7万辆和206.7万辆，环
比增长 20.4%和 14.9%，同比
下降 17.9%和 19.6%。1-9 月，
汽车产销 1824.3万辆和 1862.3
万辆，同比增长7.5%和8.7%。

1-9 月 ， 乘 用 车 产 销
1465.8万辆和 1486.2万辆，同
比增长 10.7%和 11%。在乘用
车主要品种中，与上年同期相
比，四大类乘用车品种产销均
呈增长。

本报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孔德晨） 近
日，中国船舶集团旗下大船集团与挪威北极光
公司成功签订了2艘7500立方米液化二氧化碳
运输船建造合同。这标志着中国向大型新能源
气体船市场不断迈进，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本项目为全球首制 7500 立方米液化二氧
化碳运输船，由大船集团自主设计完成，是
目前已知签订建造合同中液货舱容最大的专
业服务于海洋碳运输与封存的液化二氧化碳
运输船。该船总长约130米，型宽21.2米，结
构吃水8米，配置有全球首次使用的特殊材料
加工制作的全压式 C 型液货罐，同时主机配
置液化天然气与船用轻柴油两种燃料，船舶
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水平满足最严格
的要求，通过应用转子风帆及气泡减阻两种
创新技术，大幅降低排放水平，提升了节能
效果，满足最先进的能效设计指数要求。

据悉，首制船计划于 2024 年第一季度交
付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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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再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