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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三大主要食用油价格全线上涨，专家表示——

我国有能力保障“油瓶子”安全
本报记者 刘 慧

今年，国内食用油价格持续上涨，“油瓶子”安全问题成为百姓关注的热点。对此，专家表示，虽然我国食用油对外依赖程

度较高，但我国油脂油料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有完善的粮油储备制度，也有多元化的油脂油料进口渠道。因此，我国有能力保障

“油瓶子”安全。

多地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疫情不影响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本版编辑 林 蔚 张 可 温宝臣

成品油价格“三连涨”
本报记者 熊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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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国内食用油价格持续上
涨，从年初菜籽油价格大幅上涨，后来豆
油追涨，再到现在棕榈油被热炒，三大主
要食用油品种面临价格全线上涨的态势。
食用油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我国食用
油供应有保障吗？一些权威专家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我国食用油对外依赖程度较
高，但我国油脂油料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有完善的粮油储备制度，有多元化的油脂
油料进口渠道，有能力保障“油瓶子”
安全。

多因素推动菜籽油价格上涨

菜籽油是我国第二大食用油品种，也
是今年以来第一个持续涨价的食用油品
种。在期货方面，郑商所菜籽油期货主力
合约价格最高突破每吨10000元，比年初
上涨近30%，比5月份的低点上涨50%左
右，创2013年以来新高。在现货方面，12
月11日，沿海地区四级菜籽油批发报价为
每吨 9850 元至 10000 元，比年初上涨
1850 元至 2000 元，比 5 月份低点上涨
2850元至3000元。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经济师郑祖庭认
为，菜籽油价格上涨是各种因素叠加作用
的结果。一是以棕榈油为代表的全球食用
油供需趋紧，全球主要油菜籽生产国（地
区）因干旱减产，带动油菜籽、菜籽油报
价持续上涨。美国农业部预计，2020年至
2021年度全球油菜籽产量6917万吨，同比
减少5万吨。二是受土地和劳动力等因素
制约，国内油菜籽增产空间有限，而且以
小油厂、小作坊生产浓香菜籽油为主。三

是加拿大是我国最大的油菜籽进口来源
地，由于其油菜籽中曾检出有害物质，国
内企业进口油菜籽较为谨慎，油菜籽进口
量下降。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1月
份至 10 月份，我国油菜籽进口总量为
243.4 万吨，处于历史偏低水平。四是
2015年以来我国取消油菜籽临储政策并推
动菜籽油去库存，现在菜籽油库存消化完
毕，市场供应总体偏紧。此外，美国、日
本、欧盟等经济体持续实行宽松货币政策
造成流动性过剩，大量资本进入农产品期
货市场逐利，驱动菜籽油价格上涨。

菜籽油在我国食用油中的消费占比为
20%，明显低于豆油45%的占比，但是油
品间具有很强的替代性，菜籽油价格上涨
对居民生活消费影响不大。今年菜籽油价
格大幅上涨后，豆油、葵花子油消费增
加，菜籽油消费需求明显受到抑制。国家
粮油信息中心预计，2020 年至 2021 年
（10月份至次年9月份）菜籽油消费将达
710万吨，同比减少40万吨。

构建多元化进口格局

我国食用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0%，国
内食用油市场与国外市场高度融合，油脂
油料市场国内外价格联动性比较强，内盘
在很大程度上会跟着外盘走，使得我国食
用油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粮油学会首席专家、油脂分会名
誉会长王瑞元表示，2019年，我国油菜
籽、大豆、花生、棉籽、葵花子、芝麻、
亚麻籽、油茶籽等八大油料作物总产量达
到6666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我国油料

生产虽然发展迅速，但仍跟不上人民生活
水平快速提高的需求。在国内油料无法满
足需求的情况下，不断增加油脂油料进口
数量就成为必然选择。据中国海关统计，
2019年，我国进口各类油料合计9330.8万
吨，进口各类食用植物油合计 1152.7 万
吨。随着国产油脂油料和进口油脂油料数
量的快速增加，我国人均食用油消费量已
经从1996年的 7.7 公斤提高至 2019年的
28.4公斤，超过了2017年度世界人均水平
的24.4公斤。

近年来，国际经贸摩擦加剧，为了保
障食用油安全，我国积极推进油脂油料进
口渠道多元化，优化与美洲大豆生产国、
东南亚棕榈油生产国的合作，拓展与欧
洲、黑海和非洲等油料潜在生产区的合
作。此外，我国应建立健全油脂油料贸易
政策体系和进出口协调机制，鼓励支持具
有国际资源整合能力的企业（集团）赴境
外开展油脂油料产业链上下游的并购，支
持国内企业布局海外油脂油料种植、仓
储、物流市场等，打造中国自己的跨国大
粮商，掌握更多油脂油料资源，提高国际
贸易影响力。

提升食用油安全保障水平

油脂油料短缺是当前我国食用油产业
发展的一个短板。湖北一位油菜籽加工企
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企业因为收购不
到油菜籽而不得不停产。受耕地面积和淡
水资源制约，未来国内油料种植面积和产
量继续增长的难度加大。专家认为，必须
充分挖掘国内油脂油料增长潜力，在努力

提高自给率的基础上，充实完善油脂油料
储备，保障国家油脂油料安全。

首先，要在不与粮食争地尤其是争好
地的前提下，采取多油并举的发展方针，
努力增加油料种植面积。继续推进大豆振
兴计划，稳定大豆种植面积；扩大油菜种
植面积，鼓励南方地区利用冬闲田增加油
菜种植，稳定扩大北方春油菜种植面积；
扩大黄淮海和南方地区适宜种植区的花生
种植面积；继续积极发展以油茶、核桃等
为代表的木本油料生产，鼓励利用荒山荒
坡新造油茶林、核桃林；加快发展油葵、
芝麻、油沙豆、油橄榄等特色油料生产；
充分利用粮油加工的副产物如米糠、玉米
胚芽、小麦胚芽等资源。

其次，支持国内油料企业做强做大。
近年来，我国油脂加工企业不断发展壮
大，形成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
业和港澳台及外商企业同台竞争的局面。
要加快推动油料加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更新设施设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加工
能力，推行“企业+基地+农户”经营模
式。进一步完善油料市场流通体系，积极
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新
业态，扶持一批有较大规模和实力的流通
企业，培育食用油保供主渠道。

最后，加强储备调节和应急管理。充
裕的储备是市场的“稳压器”。要完善食用
油储备管理体系，发挥储备吞吐调节功
能。引导大型粮油加工经营企业合理安排
商业周转库存。加强食用油市场供需信息
分析和市场监测预警，加强食用油应急网
络体系建设，及时组织市场投放，确保不
脱销、不断档。

12月15日，四川省人社厅、财政厅发
布通知提出，从2020年7月1日起，四川
省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05元，即在原每人每月100元的基础上增
加5元，提高标准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全
额补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上调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
老金最低标准。经济日报记者梳理发现，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已有山东、
江苏、上海、福建、北京等地明确提出提
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

其中，上海宣布，从 2020 年 1月份
起，继续增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
养老金，每人每月增加90元。增加后，上
海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
（含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

人每月1100元。
江苏明确，从2020年1月1日起，全

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由每人每月148元提高到160元。

福建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最低标准从今年7月1日起上调，由每人每
月123元提高到130元，预计这一政策可
惠及487.6万60周岁以上参保人员。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包含两部分：基础养老金和个
人账户养老金。除了基础养老金，个人账
户养老金是根据个人账户里全部存储的钱
来计算的。缴费档次越高，交的时间越
长，个人账户积累的钱也越多，将来领的
养老金相应也越多。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有天津、内蒙
古、浙江、安徽、广东、重庆、西藏、陕西等地

密集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如
广东省根据近年城乡居民收支增长情况，调
整个人缴费档次标准，将原来的10个缴费
档次调整为每年180元、240元、360元、600
元、900元、1200元、1800元、3600元、4800
元9个档次。

退休人员另一关心话题是，今年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养老金能否确保按时
足额发放？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我国加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财政补助
和调剂力度，支持地方做好养老金按时足
额发放工作。2020年，中央财政安排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5827亿元，比
去年增长10.7%，并重点向基金收支矛盾
较为突出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省份
倾斜。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透露，按照

新增一人纳入一人、到龄一人发放一人的
要求，人社部推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
养老保险动态清零，让更多贫困人员“出
得来”“留得下”“稳得住”。截至今年9月
底，共有5949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99.99%，基本实
现应保尽保。

此外，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工作也
稳步推进。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考虑
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实账积
累，当期支付压力小，为促进保值增值，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2018年联合
发文，要求分三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截
至今年11月底，已有22个省份如期启动，
其他省份正在抓紧推进，今年年底前有望
全部完成目标任务。

高标准高质量

建设雄安新区
这是河北雄安站（无人机照片，

12月16日摄）。
“开路先锋”京雄城际铁路雄安

站年底将投入使用。京雄城际铁路
是连接北京市区、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和雄安新区的重要干线。

雄安站是雄安新区开工建设的
第一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筑面
积47.52万平方米，规模相当于6个
北京站，总投资近80亿元。

当日，雄安站的工程建设者正
热火朝天地工作。

（新华社发）

近日，伴随寒潮到来，北方
多地区进入低温模式，有些地方
气温甚至降到零下 20 多摄氏
度。虽然寒气逼人，但很多劳动
者仍坚守在工作岗位，比如快递
小哥、环卫工人等。相关部门虽
然规定了低温津贴，但不少劳动
者不仅没有领取过，甚至没有听
说过。在实际操作层面，低温津
贴被“冷处理”。

和高温津贴、夜班津贴一
样，低温津贴属于在特殊工作环
境下的津贴，是为补偿劳动者特
殊消耗而支付的补贴，属于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天寒地冻，劳动
者们坚守工作岗位，为保障社会
正常运转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低
温津贴不该沦为一纸空文，天寒
更应让劳动者心暖。

长时间在低温环境工作，有
可能危害身体健康，甚至诱发职
业病。低温津贴不仅是对特殊岗
位的经济补偿，也体现了社会应
有的人文关怀。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职工福利保障制度不断
健全，更应该将低温津贴等特殊
保障落到实处。

和高温津贴相比，低温津贴
的确鲜为人知。一方面，由于南
北气温差异较大，国家并没有制
定统一的补贴标准，低温津贴发
放需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出台的相关
规定属于鼓励性政策，在执行过
程中缺乏强制性约束，靠用人单
位自觉发放。因此，在大多数时
候，低温津贴成为凝固在窗户上的冰凌花，看上去很美，却
很难真正落地。

要想让低温津贴真正落地，首先要明确津贴发放的范围
和具体标准。在实践中，有些地方津贴标准制定得过于苛
刻，比如“在零下 20 摄氏度工作环境连续工作 4 小时以
上”，这种标准可操作性并不强。在制定标准时，应考虑劳
动者工作实际，比如工作累积达到一定时长即可领取津贴。

此外，在制度设计层面，相关部门应推出低温天气劳动
保护政策法规，建立低温作业专门管理办法，明确企业拖欠
低温津贴法律责任，并建立相关追责制度。

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人心。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就
是让广大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低温津贴彰显着党和政
府的制度善意。低温下的劳动者大都是弱势群体，其利益诉
求有时得不到及时有效表达。如果有些单位一味漠视他们的
合理诉求，不仅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还会让民生保障大打
折扣。

总之，低温津贴不应可有可无，发放也不可冷热不均。
既然低温津贴在多地被雪藏已久，就应该走出纸面，走进阳
光。唯有如此，才能让温暖留在劳动者心底。

国内成品油调价迎来年内首个“三连涨”。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

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20年12月17日24
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155元和15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显示，本轮成品油调
价周期内（12月3日—12月16日），国际油价继续上涨。平
均来看，伦敦布伦特、纽约WTI油价比上轮调价周期上涨
5.24%。

此次调价折合成升价后，92#汽油每升上调0.12元，0#柴
油每升上调0.13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加
满一箱油将多花6元左右。据隆众资讯分析师徐雯雯测算，
对市区百公里耗油7升至8升的车型而言，平均每行驶1000
公里费用增加9元左右；对满载50吨的大型物流运输车辆而
言，平均每行驶1000公里费用增加52元左右。

本轮调价是2020年第二十四次调价，年内成品油调价呈
现出“七涨五跌十二搁浅”格局。此次调价后，年内汽油累计
跌幅为每吨1385元，柴油累计跌幅为每吨1335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指出，调价周期内，欧
佩克及其盟友召开会议，在延长会期并多次讨论之下达成协
议，明年1月份起执行720万桶/日的减产规模，并每月开会评
估市场状况。此决议虽不及市场预期，但由于放松减产节奏比
原先计划更为缓慢，市场反应较为积极。此外，美国、加拿大、
英国开始接种新冠疫苗，美国接近达成财政刺激政策，市场乐
观情绪持续升温，拉动原油价格上涨。同时，美元指数持续疲
软，11月初至今累计下降近4%，也支撑原油价格上涨。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受当前欧美新冠肺
炎疫情持续恶化影响，原油需求仍然低迷，油价持续上涨空间
有限。近日，多家机构下调2021年原油需求增长预期，欧佩
克预计明年原油需求增加590万桶/日，与此前预测相比减少
了35万桶/日；国际能源署将今年的原油需求预测值下调5
万桶/日，明年的预测值则下调17万桶/日，同时警告称新冠
疫苗不会很快逆转疫情对全球原油需求造成的破坏。低迷的
需求现状将抑制油价上涨空间，而各国应对疫情采取经济刺
激政策，市场流动性宽裕，将加大价格波动程度，油价总体将
呈震荡走势。

12月31日24时，2020年成品油调价将迎来年内最后一
调，届时或将以“四连涨”收官。隆众资讯分析师李彦认为，以
当前的国际原油价格水平计算，下一轮成品油调价开局将呈
现上行的趋势。卓创资讯分析师杨霞认为，虽然目前原油市
场基本面依然较弱，但因多国申请新冠疫苗并陆续接种，宏观
市场环境和预期不断改善，原油价格将延续震荡走高行情。
12月31日24时成品油零售限价出现“四连涨”的概率偏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