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本监审是什么？
打开成本黑箱摸清底数，打破

“凡听证必涨价”怪象

成本监审是什么，得先从政府价

格监管开始说起。国家发改委市场

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树杰介绍，经

过30多年的市场化过程，我们国家目

前97%左右的商品和服务定价已经放

开。剩下3%需要政府干预价格的，主

要是铁路、供电、供水、供暖等具有自

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和医药行业，

它们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对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具有

重要作用，同时又具有垄断、外部性

或者严重信息不对称等属性。因此，

必须由国家进行价格监管来保护消

费者的正当权益。“这也是国际上的

通行做法，还有专门的学科规制经济

学来研究政府的价格监管行为。”刘

树杰说。

成本是价格形成的基础。国家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垄断行业

的价格监管，国际通行做法一般分三

步走：准确核定成本、科学确定利润、

严格进行监管。要科学合理定价，成

本是基础和关键。长期以来，一些垄

断行业的成本是一个黑箱，垄断利润

太高，部门监管不到位，定价缺乏科

学依据。成本监审就是要打破这个

黑箱，在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自然

垄断行业、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

务等定价中，发挥着“摸底数”“挤水

分”的作用，为政府价格监管提供重

要依据和抓手。

我国成本监审在本世纪初还是

个新生事物，2002年原国家计委第一

次在价格管理中提出成本监审概

念。以前政府价格监管主要采取听

证会形式，征求经营者、消费者和有

关方面的意见。刘树杰认为，作为经

营者的企业对真实成本情况的掌控

永远高于监管者，更别提消费者了，

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让监管、监督

十分困难。“凡听证必涨价”就是信息

不对称导致的怪象。而在成本监审

纳入价格监管程序后，这一怪象被打

破了。“有不少这样的案例，企业想涨

价，举行听证会后反而降了价，这就

是成本监审带来的反转效果。”有关

专家向记者透露。

成本监审做了啥？
挤掉成本水分，加强经营者成本

约束，促进政府定价透明

近年来，成本监审方面的新举

措、新成效基本可以用三句话来概

括。

第一句是“立规矩”“建机制”。

《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强政府定价成本

监审工作的意见》提纲挈领，《政府制

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规范监审流

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定价成本监审

目录》明确成本监审范围，此外，还有

输配电、天然气管道运输等各行业因

地制宜地制定本行业成本监审办

法。这样，成本监审制度框架体系越

来越趋于完善。

第 二 句 话 是“ 挤 水 分 ”“ 减 成

本”。过去几年，20 多个行业的成本

都经历了“瘦身”。电力、天然气、城

市供水、教育、有线数字电视、旅游景

点、出租车……总共核减不应计入定

价成本的费用约 8000 亿元。其中

2016年核减的约达3800亿元，比2012

年增长3.2倍，力度越来越大。

第 三 句 话 是“ 强 监 督 ”“ 促 公

开”。成本监审既加强经营者成本约

束，也促进政府定价公开透明，成为

“监管”监管者的重要途径。比如新

推出阶梯水价的600多个城市，均已

实现了制定价格前的成本公开。

《办法》在8个方面作了修订，包

括明确成本监审是政府制定价格的

重要程序，明确成本监审项目实行目

录管理，逐步推进成本信息公开制度

等。

成本监审在政府定价工作中，作

用最关键，难度也最大。国家发改委

相关部门在成本监审过程中遇到了

很多困难和挑战。首先是审核工作

量巨大，但是人员力量不足。广东电

网公司财务部副主任温锐见证了“力

度最大”的输配电价成本监审，深感

此项工作的艰巨：“成本监审组一进

场就对公司的会计报表账簿、原始凭

证等资料进行了实地审核、收集、检

查、取证，并且对我们广东电网公司

下辖的25家供电局及其他中心机构，

全部走访审核，提出审查问题。”国家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一个省

级电网体量在国外都是一个国家电

网的体量，但与其他国家动辄数百人

甚至上千人的监管人员和机构相比，

一般每个监审组都不超过七八个人，

要面对几万亿资产，几千个核算单

位，几百万张财务报表资料，连续几

个月不回家是许多监审人员的“家常

便饭”。

信息不对称、获取难度大也是主

要困难之一。成本监审涉及的往往

是垄断行业，对一些对定价不利的信

息，经营者经常拖延或不提供相关资

料、账册，需要耗费很多精力去搜集

相关信息。同时对于经营多种业务

的企业，基本都没有对政府定价商品

或服务成本进行单独核算，需要监审

人员从千头万绪的企业成本中重新

归集和分摊政府定价领域的成本。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新

修订后的成本监审办法明确了经营

者的法律责任，拒绝提供有关资料或

提供虚假、不完整资料的，将登上不

良信用记录的黑名单，缓解信息不对

称矛盾有了制度保障。

成本监审有啥获得感？
剔除不合理成本为民减负，推动

企业提质增效

成本监审听起来专业，做起来艰

难，但成效却很“亲民”。成本监审给

老百姓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的

例子真不少。“去年初国际油价大幅

下降，温州市瓶装液化气一直维持在

115元/瓶左右的价格不变，老百姓反

响很强烈。”温州市物价局成本调查

监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温州市对4

家液化气经营单位开展成本调查摸

清“底细”，倒逼经营单位将价格降至

88元/瓶。

同时，成本监审看起来是给被监

管企业念“紧箍咒”，实际上也是企业

降本增效的“助推器”。被监管企业

逐步从以前的被动接受开始转向主

动适应，更加注重内部挖潜，提升内

生发展动力。以输配电价改革为例，

成本监审对转变电网企业的经营方

式和盈利模式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比如陕西地方电力公司接受成本监

审后，从投资、资产、财务、预算等诸

多方面改进优化内部管理，在2017年

国家下调输配电价情况下，盈利水平

保持稳定。有的地方目前还探索向

企业发送成本控制建议书，根据成本

监审结论，把脉企业管理漏洞，针对

性提出成本控制合理化建议。

“今后除了强化制度、创新方法

外，还要加强分析，研究成本信息数

据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和规律，提出相

关政策建议，更好地助力企业、实惠

百姓。”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头戴安全帽，面戴防尘罩，11月4日上

午，90后电焊女工唐其沙埋头工作。不过，

就在当天晚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坐在摄

像头前，当起了网络主播。唐其沙主播的

内容不是游戏不是美妆，而是电焊知识。

在颜值当道和创意至上的当下，既能

“不变应万变”，又能“最大化体现自身能

力”的方式，莫过于发挥自身的专长，靠专

业能力与超强技术，成为内容的普及与推

广者，不失为一条长效路径。“女焊子”唐其

沙靠直播电焊知识，收获54.2万粉丝，证明

了专业能力的强大，也为网络直播开辟新

路提供了样本。

“女焊子”成网红的最大意义，在于颠

覆了直播行业内外的传统认识，有利于对

既有粗放化业态进行深度的反思，从注重

形式的多样性向内涵的深刻性提升，由浮

躁粗鄙向沉着内敛渐次回归，以分享经验

和专业去真正赢得志同道合者。也唯有粉

丝从追随者变成同路人，直播才会有更扎

实的基础，网红亦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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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电焊知识成网红的启示
在“人人都能玩直播,人人都可能成为

网红”的当下,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

能看到有人拿着手机做直播,甚至一不小心

自己也会在他人的直播镜头中出现。然而,

主播们在直播中几乎可以毫无保留地尽情

展现自我,但是否可以随意将他人入镜却值

得商榷,或者说这样是否会构成对他人隐私

权的侵犯呢?追问探寻之下,我们会发现:各

大网络直播平台当下普遍缺少隐私保护规

则与意识,相关的隐私保护机制可以说极不

健全,导致被直播等涉嫌侵犯他人隐私的不

规范直播现象屡见不鲜。直播行业隐私保

护规则亟待建立与完善。 (法制日报)

直播时代隐私保护不能缺位
违背孩子意愿的过度补课，不仅徒费时

间和金钱，还有可能让孩子承受过度的压

力。成绩和分数固然重要，但父母的陪伴与

理解，让孩子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保

持对世界的热爱和好奇心，在主动探索新事

物中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这些或许更

为重要。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在快乐的情

绪里，才能获得更好地成长。创新能力和探

索未知世界的能力，也只有在自由快乐的环

境里，才能被激发。一言以蔽之，尽可能让

孩子自由快乐地成长，才是起跑线上至关重

要的助力器！ (中国青年报)

快乐成长才是助力器

人民日报

11 月 7 日，

垄断行业价格

监管又有了新

动作。修订后

的《政府制定价

格成本监审办

法》亮相，成本

监审进入科学

化、规范化、程

序化、透明化开

展 的 全 新 阶

段。国家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成本监审

制度的完善将

进一步推进政

府对垄断行业

的价格监管，同

时推进政府定

价 公 开 透 明 ，

“清清楚楚亮成

本、明明白白定

价格”，让消费

者合法权益得

到更好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