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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结合当地实际，把清

费减负降成本作为佛山市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牛鼻子”，出台具

有“佛山特色”的清费减负降成本

10条政策措施（“佛十条”），2016年

以来为企业减负约 566亿元。目

前，佛山已基本形成清理收费、综合

降本、政府补助的“清”“降”“补”三

位一体的长效机制。

在完善清费政策方面，先后多

次出台清理涉企收费政策措施：

2015年在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减

免等方面提出40条措施；2016在清

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涉企经营

服务性收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

费等方面提出25条具体措施；2017

年对港口、政务平台等方面的9类

收费提出了18条清理规范要求，形

成了比较完善的清费政策体系。

在行政事业性收费方面，先后

四次对102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进行减免。2016年4月1日起实现

省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零

收费”，每年可为企业减负28亿元。

在经营服务性收费和中介服务收

费方面，率先在全省清理规范强制性

培训收费；全面整治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事项，共清理44个部门257项行政

审批中介服务收费；大力规范行业协

会商会收费，对全市198个行业协会

商会会费及各类活动收费进行清理，

督促卫浴协会、企业信用管理协会、云

计算数据协会、工程造价协会等多个

行业协会减免会费，规范了强制参展、

评优评奖、订阅报刊等多项费用。

在价格监督检查方面，通过自

查、抽查、核查、督查等多种方式先

后9次对人社、建设、环保、工商等

180个部门和单位涉企收费情况进

行检查，对不符合收费管理规定、不

符合当前实际的收费项目一律取

消，对过高的收费标准予以降低。

本报讯 记者赵薇报道“党的

十八大以来，价格改革取得积极成

效，目前已啃下省级电网输配电价

改革、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

清理规范涉企收费等‘硬骨头’，所

有省份均已出台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

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日前，国家

发改委价格司巡视员张满英在第二

次全国价格工作典型经验总结推广

电视电话会上表示。据悉，这是国

家发改委首次就城市层面的价格工

作典型经验进行总结推广。

江苏南京全面实施城乡统筹

水价“1+9”综合改革，基本实现居

民生活用水“同城同价”、非居民

用水“同网同价”；山东青岛2015

年~2016年分7批先后调整11,930

项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218 项；浙江宁波 2013 年~2016

年共完成 644 个成本监审项目，

累计核减不应计入定价成本的费

用 97.65 亿元；福建厦门采用“互

联网+”模式积极推进差别化停车

服务收费政策、大幅缩减政府定

价范围，不断提高监管服务水平；

辽宁沈阳明确煤改电项目所需电

量以弃核电量为主，通过电力直

接交易方式解决，积极推进清洁

能源供暖；四川成都综合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加快价格信息化建设，不

仅优化价格监管服务，也服务于农

业发展和城市建设……10 个城

市的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分别在

会议上介绍了当地开展价格工作

的做法和经验。

张满英表示，8月2日召开的第

一次全国价格工作典型经验总结推

广电视电话会上，10个省份价格主

管部门总结交流了宝贵经验。此次

会议首次聚焦城市典型经验，更具

借鉴意义。“加大各地经验交流力

度，发挥示范带动、典型引领作用，

对于推动全方位的价格改革、价格

监管十分必要。要让价格工作典型

经验总结推广真正成为一项常态化

制度。”

会议最后指出，党的十九大的

胜利召开，意味着价格工作也将面

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各地价格

主管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及早谋划明年重点工作，奋

力推进价格工作迈向新台阶、取得

新突破，不断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

更大贡献。

价格改革：又啃硬骨头 再推新经验

江苏省南京市以建立健全水

资源高效配置的价格形成机制为

主线，探索构建以城市全域为单元

的水价管理体制，全面实施水价

“1+9”综合改革，基本实现了居民

生活用水“同城同价”、非居民用水

“同网同价”，有效地促进了水资源

节约利用和水污染治理。

突出整体改革，推进水价九个

统一。在全市范围内，统一水价由

供水价格、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

等三项构成，统一水价分类为居民

生活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特种

用水等三类，统一实行居民生活用

水同城同价、非居民用水同网同价

政策，统一水资源费征收政策，统

一污水处理费标准，统一实施居民

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统一实施非居

民用水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统一

转供水价格政策，统一制定全市再

生水价格标准。

突出倒逼机制，实行多消费多

付费。进一步完善居民生活用水

阶梯价格政策，合理区分基本需

求和非基本需求，拉大阶梯价差，

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实现全市城镇

全覆盖；进一步加大非居民超计

划用水累进加价政策实施范围和

加价力度，调整超计划用水加价

收费档次，提高加价标准，并将非

居民超计划用水加价收费制度扩

大到全市范围。

突出成本补偿，实行最高污

水处理收费标准。按照“排污者

付费、治污者受益”的政策导向，

率先实行全国同类城市标准最

高、范围最广的污水处理费政策，

对重污染行业实行差别化污水处

理收费政策。

突出政策惠民，促进实体经

济持续发展。针对引江供水供应

地区远、管道跨度长、经营成本高

的问题，以城市为单元，采取转移

分摊方式，将部分成本纳入全市

水价成本，合理核定引江供水转

供水价格，保持边远区域水价与

全市同价；对困难家庭每户每年

给予50元的补贴，保障困难家庭

基本生活。

江苏南京：全面实施水价“1+9”综合改革

山东青岛2015年、2016年分7

批先后调整11,930项医疗服务价

格，实行市场调节价218项。据测

算，改革后，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

价格补偿率完成了 80%的目标。

门诊、住院次均费用分别下降了

3%、2%，每门诊人次减少1元，医

保病人住院个人负担较改革前减少

261元；门诊、住院次均费用中药品

费用分别降低了16%、21%；医院

劳务性收入占比达39%，较同期增

加8个百分点。

点 面 结 合 ，梯 次 推 进 。 从

2013年起，对县级公立医院全部

取消药品加成，先后分三批调整了

住院诊察费、护理费、床位费和手

术费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共计

2114项，并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一般诊疗费进行了调整。2015

年全面启动全市医疗服务价格改

革工作，分三批合理调整医疗服务

价格。2016年7月1日起，结合城

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消药品加

成政策，分三批调整了6423项医

疗服务项目价格。

在流程管理上，坚持边试边

改、边改边评、边评边促的工作理

念，适时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前期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工作进行独立

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完善有

关医疗服务价格政策。创新方式

方法，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监管。

在放开市场竞争比较充分、个性

化需求比较强的医疗服务项目价

格的同时，制定并实施了医疗机

构价格行为规则，探索建立药品

和医疗服务价格监测制度，开展

医疗服务价格巡查与检查，不断

强化价格行为事中事后监管。创

新管理方式，鼓励医疗新技术的

推广应用，对内窥镜手术器械控

制系统、沃森肿瘤会诊系统等新

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两年内由

医疗机构自主制定试行价格，期

满后则根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情

况再确定具体价格。推出100个

病种实施按病种收费，并同步制

定相应的医保付费政策、退出机

制及各项管理制度。

山东青岛：点面结合 梯次推进 医改成功突围

近年来，浙江宁波以助推价格

机制改革为主线，拓展成本监审范

围，实现政府定价成本监审全覆

盖。2013年~2016年共完成644

个成本监审项目，累计核减不应计

入定价成本的费用 97.65亿元，平

均核减率为19.19%。

在医疗服务领域，为解决本次

医疗服务项目成本监审涉及每家医

疗机构多至3000多项，少至1000

多项医疗服务项目成本分摊、汇总

和分析等大量费时又繁杂的工作任

务，宁波率先在全国建立医疗服务项

目成本监审平台，其由数据报送分平

台、成本监审分平台和成本分析分平

台等三个模块构成，实现从人工核算

转为软件智能核算和分析。

一是数据报送分平台。医疗机

构通过该分平台，上传统一标准的

全成本报表、医疗服务收入频次表、

固定资产折旧表等，既完成成本数

据报送任务，同时自动生成报送医

疗机构标准的数据。

二是成本监审分平台。成本监

审机构通过该分平台，以科室为单

位审核成本数据，核增核减成本数

据之后，系统自动计算出医疗机构

开展医疗服务项目的具体成本结

论，每项医疗服务成本包括人员工

资、水电费、折旧费等7项。

三是成本分析分平台。该分平

台具备成本汇总分析、横纵向成本

比较分析、项目盈亏率比较分析、价

格效益分析和成本动态分析等功

能，为价格科学决策和医院成本控

制提供数据保障。目前，平台已进

入测试阶段，其设计理念和框架基

本获得省成本监审分局和相关医疗

机构高度认可。

浙江宁波：率先建立医疗服务项目成本监审平台

福建厦门制定出台停车服务收

费政策及实施细则等一系列管理配

套文件，通过推行分类管理，采用

“互联网+”模式，不断完善机动车

停放服务收费政策，进一步提升监

管服务水平。

率先出台系列政策。厦门市

2016 年 2月出台《厦门市机动车

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同年9

月印发《关于厦门市政府指导价

管理停车场分类管理办法》《政府

指导价停车收费标准》《关于机动

车停放服务收费明码标价相关规

定的通知》等系列配套文件，做到

停车服务收费有法可依、有章可

遵、有规可守。

坚持市场取向，大幅缩减政

府定价范围。明确将社会资本投

资、社会资本租用政府储备用地、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方

式建设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标准

交由经营者依法自主制定。目

前，全市约 53 万个停车位中，超

过 90%是由市场自主定价，有效

激发了社会资本建设停车设施的

积极性。

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推

行差别化收费，对实行政府指导价

管理的停车场、停车库、停车楼以

及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等停车

场所停车收费实行分类管理。总

体上，按照“中心城区高于次中心

城区，路内高于路外，地面高于地

下，白天高于夜间”的原则，区分区

域、时段制定收费标准，并实行累

进递增计费，鼓励车辆快停快走，

提高停车位周转率。

坚持放管结合，提升监管服务

水平。创新“互联网+”管理方式，

由停车服务收费经营者通过互联网

自行在管理系统上登记，软件根据

填报信息自行分类，向社会公示停

车场名称、地址、价格管理形式、收

费标准、免费时段等内容。同时，改

进明码标价方式，用不同颜色的公

示牌区分收费管理方式，在停车场

所入口处和收费窗口醒目位置，设

置停车收费公示牌，监管效率和透

明度不断提升。

福建厦门：推动停车服务收费“放管服”改革

2015年以来，辽宁沈阳积极推

进“煤改电”供暖工作。2016年~

2017年供暖期，全市累计完成电量

交易用户注册323个，改造燃煤锅

炉297台，总供暖面积374万平方

米，占全市供暖面积的1.4%。

通过实施“煤改电”项目改

造，全市当年减少燃煤 9.7 万吨，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965 吨，减少

氮氧化物、PM10和PM2.5排放1600

吨；优良天气由2014年的191天、

2015年的207天增加至2016年的

249天。

2015 年，辽宁省政府将沈阳

市列为全省首个推进“煤改电”工

作试点城市。省政府及有关部门

相继制定了进一步支持“煤改电”

供暖相关政策，明确“煤改电”项目

所需电量以弃核电量为主，通过电

力直接交易方式解决。省政府协

调核电企业保障“煤改电”供暖电

量及用电价格。省政府办公厅出

台“煤改电”供暖电价形成机制政

策，项目到户电价由弃核电量上网

交易电价、过网费和政府性基金及

附加三部分构成；省物价局制定清

洁能源供暖谷段过网费标准，其

中，核电上网电价为0.18元/千瓦

时，谷段居民供暖过网费为 0.03

元/千瓦时，非居民供暖过网费为

0.08 元/千瓦时；谷段居民供暖到

户电价为0.2798元/千瓦时，非居

民供暖到户电价为0.3298元/千瓦

时，用电低谷时段继续执行10小

时（21:00~次日7:00）的规定。

根据省政府关于各市政府对电

供暖项目电量给予不低于每千瓦时

0.011元价格补贴的要求，沈阳市

政府进一步明确，对小型燃煤锅炉

“煤改电”项目给予适当财政补贴。

补贴标准为：给予工业企业燃煤锅

炉改为电能供暖项目工程造价

70%的补助，上限30万元/蒸吨；给

予三产服务业燃煤锅炉改为电能供

暖项目工程造价50%的补助，上限

15万元/蒸吨。同时，电力公司加

大电网配套建设投资力度，保障电

供暖企业红线外电网改造，2016年

投资3000万元。

辽 宁 沈 阳 ：积 极 推 行 清 洁 能 源 供 暖

近年来，四川成都持续推进价

格机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在综合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价格调

控监管服务能力上取得了新成效。

2016年成都启动城市居民生

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建设。目前

已经初步形成了集农产品采价智

能化、发布实时化、预警超前化、分

析科学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价格公

共服务信息平台。该平台的建成

不仅为市场价格调控监管提供了

现代化手段，也为市民提供了丰富

的农产品零售价格信息服务。

坚持问题导向，精确破题。“菜篮

子”最后一公里问题之所以难以破解，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信息供给

不足。成都组织相关部门在全市建

设12,700多个监测点，覆盖了成都

市绕城高速公路以内的全部180家

菜市场及400家社区菜店，每天采集

167万条价格信息，免费向全市推送

12万条价格信息。及时、准确的信息发

布，为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

坚持立体思维，精准施策。积

极运用大数据分析进行精准施策，

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农产品价

格批零差较大的问题，为配合市农

委等相关职能部门抓好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合理进行市场布局

找到了切入点。

坚持科技引领，精细管理。成

都将过去长期只监控CPI单一指标

的粗放管理方式，细化成了对15万

个农产品实时价格监控、智能预警

和智慧决策辅助。同时，通过价格

的空间分类管理，将价格具体到每

一个街道、甚至具体到每一个社区

的空间标识。这样，哪个地方价格

高、什么商品价格高就一目了然。

2014年以来，山西运城不断创

新价格监管方式，服务水务PPP项

目的推进，盘活存量资产，激活城市

水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城市公用事

业健康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引入社会资本，明确财政补贴

和收益共享机制。为推动运城市中

心城区水务可持续发展，2014年市

政府决定将运城市供水公司与城

东、城西污水厂捆绑，一并实施市场

化合作，引入战略投资人，彻底解决

中心城区水务问题。经各方多次对

接、探讨，以及对合作后的企业进行

成本监审，运城确定了水价补贴的

运营机制。即在特许经营期内，若

投资人净资产利润率低于约定水

平，市政府给予合理补贴；如投资人

当年净资产利润率超过约定水平2

个百分点，则超出部分的利润应上

交。同时明确，年度价格补贴额分

四个季度兑现，每季度兑现季度补

贴额基数的70%，第四季度补贴额

及剩余30%补贴额，待次年成本监

审工作完成后多退少补。2015年9

月，运城市政府与运城首创水务有

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进一步加

快了水务市场化改革进程。

准确核定成本，科学管控PPP

项目利润。实施水务合作一年多来，

运城严格加强对供水项目的价格监

管，切实维护各方面的权益。2017

年初，完成了对运城首创第一个运营

年度的供水成本监审工作。经审核，

2016年补贴金额与协议约定的原补

贴基数相比，降低了55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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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运城
创新价监方式服务水务PPP项目

近年来，江西南昌市政府积极

引进社会资本投入生活垃圾处理项

目，以推动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和

社会化运作。与此同时，南昌配套

出台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政策

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提

高征收率、扩大征收范围、适当提高

征收标准，在有效补偿垃圾处理运

营成本，缓解当前垃圾无公害处理

能力不足造成的环境污染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负担。

简化收费项目，实行“一费制”。

针对改革前环卫类收费名目繁多的实

际，在开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后，不

再收取居民卫生费、袋装垃圾费以及

与生活垃圾相关的其它费用，实行垃

圾收费“一费制”，收缴更便捷、清晰。

扩大收费对象范围、合理制定

征收标准，彰显公平合理性。将城

市生活垃圾收费对象范围由原来的

“无物业管理类居民以及少数代运、

自运垃圾到填埋场的单位”扩大到

“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

人”，并根据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成本

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合理制定征

收标准。征收标准分居民类和非居

民类两大类，即对有物业管理、无物

业管理居民类分别按每户每月 2

元、5元的标准征收；对非自来水用

户、以自来水为生产原料的非居民

类用户、集贸市场等按实际垃圾量

每吨 70 元~100 元不等的标准征

收；对经市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的市区单位自收自运进入处理

场的垃圾，按实际垃圾量每吨30元

的标准征收。同时，为了让单位和

个人明明白白缴费，在收费时标明

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及收费金额。

江西南昌
实行生活垃圾收费“一费制”

自湖北省物价局把荆州城区作

为全省天然气延伸服务价格改革试

点以来，荆州大胆探索，取消燃气初

装费、接口费等一次性费用，产权属

于燃气企业的计入成本；过去已经

收取的初装费列为递延收益，用于

补偿燃气企业设施安装成本；通过成

本监审，把由燃气公司投资建设的表

前设施和运行维护费用合理纳入供

气成本，表后设备安装和采购完全市

场化。天然气报装费纳入成本后，大

幅削减了报装利润空间，每年减少企

业、居民负担约1600万元。

在居民报装方面，第一步，明确

天然气庭院管网安装范畴，把中压支

管至户表尾阀所需设备、材料、勘察

设计、建设施工等费用纳入初装费管

理，并制定收费标准。其中，膜式气

表每户2100元，IC卡气表每户2300

元，有效解决了安装项目不明、收费

标准不一等问题。并对天然气企业

提供的二次试压、户内安全检测等

10项延伸服务，制定了试行收费标

准。第二步，考虑到收费项目较多，

群众仍有一定反映，本着合理纳入成

本的原则，结合天然气销售价格调

整，取消10项延伸服务费，计入企业

供气成本。至此，天然气除了初装费

以外，没有其他延伸服务收费。

在工商报装方面，按工程预算消

耗量定额和工程消耗定额据实计算，

在不高于《湖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及

统一基价表》的基础上，供用气双方签

订合同协商确定。若双方发生争议，

可申请物价部门仲裁。通过以上措

施，天然气延伸服务费得到了规范，减

少了价格争议，有效缓解了供用双方

矛盾，群众举报投诉大幅减少。

湖北荆州
推进天然气延伸服务价格改革

广东佛山
清降补三位一体促企业发展

国家发改委首推城市价格工作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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