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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洁低碳能源，天然气在推动
我国能源转型和大气治污进程中发挥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因其使用便
捷、干净、高效的特点，也得到老百姓的
普遍青睐。 2020 年，仅销气量前五名的
城燃企业服务用户数量就超 1.3 亿户，
服务居民人数近 4 亿。

近年来， 随着北方地区农村清洁
取暖 “煤改气 ”政策的强力推动 ，城燃
企业加速开拓农村市场。 但在“气化乡
村” 的过程中， 部分城燃企业却有些
“急功近利”， 趁目前国家层面尚无专
门针对农村地区燃气初装费的规范文
件，浑水摸鱼，在农村地区收取不菲的
燃气初装费用，借此谋求更高利润，频
遭用户诟病。

不可否认，进入农村市场的确给城
燃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多数农村
离城镇燃气主管道较远， 村民居住分
散，燃气企业需铺设更多的管线；由于
气价改革尚不到位，民用气价与工商业

用气价交叉补贴，导致燃气价格长期维
持低位。这些都推高了燃气企业在农村
地区运营的成本，压缩了其通过燃气销
售实现盈利的空间。 在此背景下，城燃
企业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并无不妥，但
前提是合情合理合规。

农村地区新装燃气虽暂无收费标
准， 却并不意味着城燃企业就可以凭
借特许经营权的强势地位， 在用户缺
乏议价能力的情况下， 将 “市场化协
商”视为“一纸空文”。 当前，我国脱贫
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 农村地区接
下来的重点任务是实现乡村振兴。 在
这场硬仗中， 能源企业作为民生建设
和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主体之一 ，不
可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 一味追求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将是舍本逐末的战略
误判。

事实上 ，规范城燃企业在农村地
区的初装收费问题并非无解。 除尽快
因地制宜出台适合农村的燃气初装

费用标准规范 ，让农村燃气安装价格
有 “法 ”可依外 ，相关部门还应加强对
城燃企业的成本监审 ，推动城燃企业
公开成本信息。

具体来讲，天然气管网是典型的垄
断经营模式。对天然气垄断经营企业加
强监管，避免其谋取不合理、过高的利
润，是国际上的通用做法。 对分布相对
分散、距离天然气主网更远的农村地区
燃气管网投资建设运行的监管，难度更
大，但由于农村居民对于气价、初装费
等经济支出更为敏感，因此，监管需求
更加迫切。 农村天然气管网的监管，决
不能再处于真空地带。

更为重要的是，要敢于对相关企业
“亮红牌”。 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淘汰机
制，农村天然气发展就能更快培育充分
竞争的市场环境， 广大农民才能更快、
更好地享受到天然气这一清洁低碳能
源带来的实惠。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良好

的口碑是企业谋求长期发展、 提升综合
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收取“高得离谱”的
初装费， 从短期来看， 确实可以大赚一
笔，但实际上是伤害信誉、损坏口碑的短
视行为。 尤其是对于已经好不容易才树
立起金字招牌的燃气企业来讲， 若因此
给品牌抹了黑、 在更大规模的市场开拓
中竞争落败，那实在有些划不来。

作为一个仍拥有超过 5 亿农村
常住人口的大国 ， 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 、农村能源革命的推进 ，以
及 “燃气下乡 ”的规模化铺开 ，我国
的农村能源市场无疑将迎来更大规
模的发展 ，为燃气企业带来更多发展
机遇 。 但从另一方面讲 ，燃气企业会
面临更多 “收取高额初装费 ”的机会
和诱惑 ，政府部门也将面临更多 “群
众呼吁降低初装费 ” 的挑战和责任 。
城镇地区的初装费问题已在相当程
度上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农村地区的
初装费问题 ，不该再拖了 。

“燃气下乡”莫成“燃气吓乡”
■■本报评论员

农村燃气初装费凭啥这么贵？
■■本报记者 渠沛然 别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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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激进“升级”
气候方案惹争议

全球最大碳市场
正式启动交易
10 家能源企业率先签单

本报讯 记者朱妍报道： 7
月 16 日， 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
启动仪式在北京、上海、武汉三
地同步举办。 首笔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启
动， 开盘价报 48 元/吨。 9 点 30
分，首笔交易撮合成功，价格为
52.78 元/吨，共计成交 16 万吨。

据悉，全国碳市场采用“双
城模式”，交易中心、碳配额登记
中心分别设置在上海、武汉。 启
动当日，申能集团、华润电力、中
国华电集团等 10 家企业成为首
批成交企业。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
润秋表示，在全国碳市场第一个
产业周期，我国发电行业重点开
放单位共计 2162 家， 覆盖二氧
化碳排放量约为 45 亿吨。 凡是
参与全国碳市场的发电行业重
点排放单位，将不再参加地方市
场交易。

作为一项利用市场机制控
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推动
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创新，全
国碳市场具有促进高排放行业
率先达峰、 为碳减排释放价格
信号、 提供经济激励机制等多
项作用。 据生态环境部测算，纳
入首批碳市场的企业碳排放量
超过 40 亿吨二氧化碳，意味着
我国碳市场一经启动， 便成为
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
最大的碳市场。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
介绍， 去年底以来，《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2019-
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
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 （发
电行业）》，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核查指
南以及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
算管理规则等文件陆续发布 ，
覆盖碳市场全流程、各环节并
实现闭环监管，可有效防止虚
假登记和交易，保护各方交易
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市
场秩序和公平。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从以
下方面继续推动相关制度落实：
一是指导监督，主要是对市场各
参与主体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
定开展业务进行指导监督。 二是
能力建设，主要是加强对市场参
与主体以及生态环境系统的碳
市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各单位
相关方懂制度、守制度、用制度。
三是协调相关部门，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组织开展对碳市场运行
各个环节的联合监管。 四是立法
保障，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
暂行条例》尽快出台，以更高层
次的立法保障碳市场各项制度
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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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煤炭矿区
治理该换换思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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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企业率先亮相
全国碳市场

“我们村不让烧煤、烧柴，发现了要罚
钱。 用电取暖效果不理想， 只好用天然
气。但只要新装天然气就得交 4000元，没
得商量。 ”

“我们没赶上以前煤改气有政府补贴
的‘大潮’，现在新装的，不管离燃气入户
主管线远近，只要新加一块燃气表，基本
都要交 4000 元。 如果离主管线太远，还得
再交管线钱。 真的太贵了！ ”

“我家 5 月份刚装的， 也是交了 4000
元。 要是再买个新壁挂炉，还得三四千元。
不想再在这上面花太多钱了，最后只好买
了个二手的。 ”

……
日前，记者在河北省保定市贤台乡大

辛庄村、大石桥村、东庄村等多个村庄走
访时发现，近期新装天然气的农户大多缴
纳了 4000 元左右的初装费， 村民普遍反
映价格偏高、远超预期。

作为相对清洁低碳的能源， 天然气
使用便捷、干净环保，已成为很多城镇居
民取暖做饭的标配。 在北方地区清洁取
暖大力推动“煤改气”的背景之下，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又明确提出 “燃气下乡”，
广大农村百姓也有了 “早日通气” 的期
盼。 但目前看来，部分农村尚存在燃气初
装费高企的问题， 让燃气入户这一惠民
工程有点“变了味”。

燃气初装费即城镇燃气工程安装
费，是指为保障用户通气，相关企业提
供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工程勘察 、设
计 、施工 、监理 、验收等服务而收取的
与工程建设相关的服务费和材料费等

费用。
据 2021 年初召开的保定市农业农村

工作会议发布的数据，2020 年保定市辖区
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6883 元，
4000 元的燃气安装费加上三四千元的壁
挂炉购买费，几乎占到了当地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年收入的一半。

记者注意到， 除河北外， 河南、山
西、浙江、云南等地均有村民通过网络
留言板等途径反映被收取高额燃气初
装费的问题， 价格在 2800—8000 元不
等，涉及昆仑燃气、新奥燃气、华润燃气
等多家城燃企业。

那么初装费到底该不该收？
据了解，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曾多

次发文规范燃气初装费， 如 2019 年 6 月
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发布的 《关于规范
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的指导意见》（下
称 《指导意见》）、2020 年 12 月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的《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
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
发展意见的通知》等，都明确提出，取消
与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不相

关或已纳入工程安装成本的收费项目，
包括初装费、开口费、开户费等类似名
目费用。

据记者了解，目前城镇新建商品住宅
燃气初装费已纳入房价， 不再单独收取；
由于农村自建建筑并无 “建筑区划红线”
概念，因此仍需单独收取。

而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
看来，燃气初装费并非简单的“存在”或
“取消”的问题。 “完全取消燃气初装费，
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广大农
村地区的天然气普及。 城燃企业如果单
靠在农村销售燃气，其利润基本为零甚
至为负，因为多数城燃企业无法决定上
下游气价，只能依靠出售工程建设服务
产生利润，通过收取初装费来建造燃气
设施。 ”

“初装费等燃气工程安装费在城燃
企业的经营收益中占有重要地位。 城燃
企业也需盈利。 由于农村基础设施薄弱，
燃气安装成本一般高于城镇， 所以在政
府补贴期限过后继续收取安装费没问
题，初装费并非‘过街老鼠’。 ”中国城市

燃气协会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专家刘晓
东认为。

《指导意见》明确，城镇燃气工程安装
收费标准由市场形成的地方，工程安装企
业要合理确定收费标准， 不得有价格欺
诈、价格串通、谋取暴利等不正当行为。

那么农村地区初装费该收多少呢？
目前看来，怎样的价格才算“合理”很难
界定， 这也成为村民与燃气企业之间的
分歧所在。

4000 元的燃气初装费
加上三四千元的壁挂炉购买
费， 几乎占到了当地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的一半

“让村民与燃气企业
协商价格，无异于让‘羊’
去和‘狼’商量，最后还要
被‘狼’咬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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