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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观察

最近有新闻媒体报道称，国美电

器正在由规模之争转变为效率之争，

谈到的就是国美电器战略转型问题。

现如今，国美门店管理就是公司战略

转型之一。

为了提升门店精细化的管理，国

美电器总部专门编制了五六十人的

门店再造中心。研究门店效益最大化

的形态和布局、商品的摆设、产品的

引进、流程、消费者的需要和购物体

验等等，这充分说明了国美电器对门

店改造的重视。

前不久， 国美电器侯家塘旗舰

店重装开业， 门店的改造已经达到

了预期的目标。 整个卖场经过改造

后，商品布局更加合理。一楼主要经

营小家电、厨卫以及3C等产品，二楼

则是冰箱、 洗衣机和彩电。 一楼卖

场，商品琳琅满目，良好的灯光效果

仿佛让顾客置身于一种奇幻的家电

世界。在顾客周边到处都是家电，无

需弯腰，伸手可得，方便极了。二楼

的展区，让顾客的视线更加开阔，冰

箱、 洗衣机和彩电的布局让您一目

了然，宽阔的走廊，装修一新的彩电

体验区， 让您购物就像在享受美好

的生活一般。

上面这些细节，对有些顾客来说

可能算不了什么，但这就是国美电器

坚持的从“规模扩张”转到“精细化管

理”、从“开店增长”到“提升单店经营

质量”的战略转变的具体措施。据悉，

门店质量提升只是公司战略转型的

一个方面。

从门店质量提升看国美战略转型

经济信息

涨价延期彰显政府责任

国际油价波动频繁， 如果紧

跟国际油价， 不但国内消费者增

加无谓的开支， 频繁变动的油价

还会给宏观经济增加更多的不确

定因素。

当前正值工业经济回升的关

键时期， 农副产品的价格也有所

上涨，市场对调价非常敏感，作为

重要的商品之一， 成品油调价理

应降低频率。

市场秩序也是发改委关心的

因素之一。 目前众多的炒家已备

货待涨，如期调价只能鼓励投机。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 油价涨

价延期，其实彰显了政府的责任。

———常智慧

油价调整到底有无原则？

根据发改委相关人士的解

释：“如果紧跟国际油价， 不但国

内消费者增加无谓的开支， 频繁

变动的油价还会给宏观经济增加

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可这些问题实际上一直都存

在， 那么制定相关的油价调整机

制时难道就没考虑过上述两点

吗？

如果真像这位人士所说，那

么22个工作日和4%的临界点本

身就缺乏存在的意义， 因为根据

它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油价什么时

候真会调整。

所以笔者想干脆理解为：油

价调整其实没有原则。

———梁千里

担心占小便宜吃大亏

有些人真有点“蛮不讲理”，

跟着国际油价涨的时候， 有人批

评是“跟涨不跟跌”。这一次，国际

油价一个月内飙升10%以上，但

是国内油价没有跟涨， 对于用油

的老百姓来说，应该是一大福音，

我们应该热烈欢呼才对啊， 可舆

论依然发出了质疑之声。

为什么会这样呢？ 笔者其实

也在担心：今天不跟涨，将来会不

会出现更多的不跟跌， 让消费者

“占小便宜吃大亏”呢？

这样看来，对于这次不跟涨，

确实需要分析和观察， 不可过分

乐观。

———殷国安

国际油价约有20美元虚高

当原油进入期货市场， 就越

来越成为投机者炒作的对象。正

如2007年147美元每桶的历史最

高油价， 不能反映原油在市场上

的供需关系， 当前70美元每桶的

原油价格同样不能被认为是原油

的真正价值。

与黄金、股市等一样，原油

已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

不仅仅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国

际油价现有的70多美元每桶中，

有50美元左右反映了供求关系，

有20美元左右是虚高。所以我觉

得国内油价应从国内的整体经

济形势和需求来考量，不宜跟随

太紧。

———范小平

9月2日，油价上调了。

对长沙市民刘先生来说，8月

25日排队加油的经历让他郁闷至

极。

那天晚上， 刘先生想去加油，

可他跑了几个地方，发现每一个加

油站都被车子挤得爆满。他也是听

人说，8月26日油价将上调后，赶去

加油的。终于，在排了半个多小时

队后，他加满了油。

开车的竟有为油不涨价而苦

恼的，这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当

然，涨价并不是刘先生希望的，而

是他的一种焦虑。对他来说，油价

没涨毕竟是件大好事； 但这要涨

不涨，就像没落地的另一只靴子，

让人心上心下的。

另外，真正郁闷的，恐怕是下

面的这两类人了。

一类，汽柴油批发商。囤油！囤

油！在8月26日到来之前，一些汽柴

油批发商拼命进货。 他们被称之

为“炒油一族”。

因为， 国际油价涨了 ；因

为 ， 这一天距 上次 油价调 整

日———7月29日，正好是 22个工

作日。 按照5月8日国家发改委

公布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 (试

行 )》， 这一天可相应调整国内

成品油价格。

可是，他们失算了！调价没有

如期而至，一直等到9月2日，国家

发改委才出手调整！

另一类 ，“石化双雄”———中

石油、中石化。不涨价，它们怎么

能继续坐享垄断带来的利润，继

续稳当“最赚钱的公司”。

前几天， 中石油的销售人员

感叹， 包括中海油在内的三大石

油公司， 都没预想到发改委会推

迟调价， 而且三大公司之前还分

别采取了措施， 中海油上海公司

从上周三开始停批， 而中石化从

上周二开始每天将批发价推高50

元-100元/吨，中石油则只做大单

批发。

一些成品油销售企业的负责

人更是心有怨言： 既然成品油涨

价的条件成立，就要按规矩办，不

然新的成品油价格机制就没有意

义。

这一次，发改委顶住了多方的

质疑和压力，勇于“爽约”，其实是

下了一招受老百姓欢迎的妙棋，

无疑也是民生对垄断的一次胜

利。

稳定价格、避免投机，遏制通

胀预期是当前经济和政策的重要

考虑。今年前7个月，人民币各项贷

款增加7.73万亿元， 同比多增4.89

万亿元， 新增贷款同比增速达到

272%。信贷投放创出天量的同时，

股市涨了、房价涨了，跟着，资源

类商品———水、电、油、蛋、气等也

涨起来了。

8月以来， 发改委出台了多份

规范价格的文件，对水价、油价、

液化气、 电视收费等价格作出规

范，遏止地方涨价冲动。

而此次推迟或者说停止成品

油调价，更像是发出一个信号，给

老百姓吃下一颗定心丸。这背后，

其实体现了政府建设和谐社会、

关心民本民生的情怀。

虽然此次调价“爽约”，是基于

当前现实的综合考虑， 但我们也

应该明白，这个不是常态，成品油

定价机制仍需坚持，9月2日油价的

上调就是力证。

只是， 今后我们的政策出台，

应更多地从现实生活出发， 从民

本角度出发， 尽量减少国内油价

上调给社会和人们带来的冲击。

■朱团胜

你看，你看

油价的脸悄悄地在改变

5月8日以前， 你永

远无法预知， 油价会在

哪一天调整， 调整的幅

度有多大?5月8日后，随

着《石油价格管理办法

(试行)》出台，油价调整

有章可循了。 然而，8月

26日，出人意料的是，油

价不仅没有按照国际市

场的变化， 也没按照办

法的细则调整。直到9月

2日， 发改委才正式调

价， 已经晚了一周。你

看，你看，油价的“脸”是

不是一直在悄悄的改

变？

发改委没有如期调价！

提前囤油

如意算盘落空

发改委为何推迟调价？

担心

成通货膨胀助推器

观点

好事还是坏事？

9月1日晚，油价终于确定调价。一场关于油价该不该涨、何时涨的争论，暂时划上了句号 CFP图

对于老百姓而言， 还是

要习惯成品油价格的频繁变

动。 在中国不能主导原油价

格的情况下，顺势而为，建立

合理的成品油价格， 对整个

社会还是有利的。

发改委顶住了多方的

质疑和压力，勇于“爽约”，

其实是下了一招受老百姓

欢迎的妙棋，无疑也是民生

对垄断的一次胜利。

这几天有两拨人心情肯定不

好。一个是面对击破半年线的股民，

一个是认为发改委会调价而大量囤

积汽、柴油的商人们。

这些商人并不笨，因为截至8月

24日， 国际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的

移动平均价为70.79美元/桶， 涨幅

达10.66%。他们认为，按照石油价格

管理细则，发改委会在8月26日上调

成品油油价，理论涨价空间达500元

/吨。不过，自8月26日的时间窗口直

到9月2日前， 发改委并未按照市场

预期调整汽柴油零售价格。

发改委为什么要“爽约”？

商人：对政策理解有误

这次，这些商人的失算，很大的

原因是他们只了解《石油价格管理

办法》 部分内容， 并没有了解到全

部。因为在这个办法里，有一个非常

智慧的词汇， 那就是新成品油定价

机制中规定是“可相应调整”，这个

“可”字就意味着，不是到了22个工

作日后，必须要调整，而是发改委根

据当前的具体情况，可调也可不调。

发改委：担心引发通胀

发改委这次之所以推迟调整成

品油价格，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担

心助推通货膨胀。

伴随信贷高速增长， 流动性过

剩， 直接导致了股市和房地产价格

迅速回升， 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商

品价格也开始大幅上涨。 这种背景

下，如果再上调成品油的价格，自然

就会有火上加油的效果， 加速通货

膨胀的产生。毕竟，成品油价格是个

基础价格，牵连面非常广。作为国家

主要宏观调控部门的发改委， 不能

不考虑到这些关联的整体后果，所

以在8月26日不但没有上调成品油

价格的情况下，还在8月27日下发通

知， 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切实加

强价格监管，稳定重要商品价格。

还有， 经历过金融危机的冲击

后， 国家采取了一揽子刺激经济的

办法，让中国经济和企业开始复苏。

这从8月31日公布的上半年全部上

市公司利润下降14.58%， 但二季度

环比一季度上升36%这样的数据也

证明了这一点。但目前经济回稳还

不牢固，此刻过于频繁调整成品油

的价格，自然对整个企业经营业绩

继续回升不利。所以发改委此刻慎

重对待油价上调，就不难理解了。

企业：炼油板块盈利

当然，发改委延迟调整成品油

价格，和中石油、中石化炼油部分

上半年较好的业绩也有关系。随着

成品油价格规定出台以后，去年上

半年中石化炼油板块亏损了460亿

元，而今年盈利了近200亿元；而中

石油的炼油与化工板块经营利润

也达到172亿元， 去年可是亏损了

598亿。有了这种利润基础打底，适

当要中石油、中石化做点牺牲还是

有条件的。

不过，尽管发改委此次推迟了上

调成品油的价格，但总体来说，发改

委还是会坚持5月才出台的《石油价

格管理办法》来调控油价的。

对于老百姓而言，还是要习惯

成品油价格的频繁变动。因为成品

油价格的基础来自原油的价格。在

中国不能主导原油价格的情况下，

顺势而为， 建立合理的成品油价

格，对整个社会还是有利的。长远

来看， 成品油的价格肯定会涨。老

百姓从现在开始树立更多的能源

节约意识，改变一定要使用私家车

的观点，多使用公共交通，也许是

回避成品油价格继续高涨的最有

利办法。

■易鹏（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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