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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的发

生!往往引发部分商品和服务市场供求关系"公众消

费心理突然发生明显变化!价格出现异常波动#实

践经验表明!灾害后商品价格的异常波动也属于重

大突发事件衍生次生性灾害!加剧突发事件的危险

后果!扩大突发事件的影响范围#为维持合理的市

场价格运行秩序!防止潜在的或者规范已出现的剧

烈价格波动!政府需要加强价格应急管理!这对妥善

处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后续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价格管制的理论基础

和主要形式

!!

商品供求关系变化引起价格变动并通过市场自

我调节功能再次达到均衡!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

规律#但是由于市场存在外部经济"寡头垄断"自然

垄断"信息不对称等缺陷!在自我调整过程中会不可

避免地$失灵%!导致价格机制发生扭曲!商品供求关

系失衡!引起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甚至出现大量囤积

商品及大肆哄抬价格等行为!给社会稳定带来风险

隐患#因此!需要政府对市场进行管制!克服市场失

灵!以激励或约束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干预市场要素

配置机制!影响市场参与者的决策#

对于政府管制范围!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看法!

不同学者对其定义不同#美国规制经济学家维斯

卡西等人认为!政府规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

人或组织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日本著名

产业经济学家植草益则将政府管制定义为是一种

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规则对企业活动进行限制

的行为#此外!植草益根据政府管制的作用及方

式将其分为直接管制和间接管制#直接管制是指

由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对自然垄断"公共产品"信

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进行干预的行

为#按照管制对象的不同!直接管制又可分为经

济管制和社会管制#间接管制主要是指通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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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市场出现垄断"不公平竞争等行为#

价格管制!是政府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

置的方式!是经济管制的一种!最早起源于西方国

家对自然垄断行业商品价格管制#政府实施价格

管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垄断行业为牟取暴利而危

害公共利益!从而保护消费者利益!促进社会分配

效率的提高#从管制的对象来看!当前价格管制

的实施形式主要有两类#

!一"对特殊商品价格直接干预
特殊商品主要是以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

活息息相关的公用事业"民生领域商品为主#为维

持该类商品日常价格基本稳定!政府往往会基于产

品需求弹性!制定一个$最高%或$最低%的政府指导

价!亦或通过奖补或以行政手段干预限制该类商品

价格的涨幅!不同国家价格管制的方式与内容有所

差异#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我国

政府对部分商品仍保留政府定价或者实施政府指

导价的权力!主要由价格主管部门或明确授权的其

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程序制定价格#美国

政府要求生产公有事业及民生服务类产品的企业

必须与行业协会"政府等官方机构签订价格协议!

才能获得相关行业的特许经营权!以及政府对其的

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

!二"颁布临时性价格管制法令
在突发事件或紧急状态下!政府颁布临时性价

格管制法令!阻止商品价格异常波动#在紧急状态

下!如遭受洪水"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或发生严重

的公共卫生事件!市场完全失灵!某些商品价格出

现暴涨暴跌!无法依靠市场力量对其进行调节!从

而需要政府颁布临时法令来规范市场价格!特别是

对那些民众必需的"明显影响生活的商品进行价格

管制#我国因重大突发事件实施过多次临时价格

管制#例如!

%''+

年洪灾!对长江沿线灾区实施价

格管控'

!""#

年$非典%!国家发改委发文+关于加

强价格监管维护市场稳定的通知,)发改电字

3

!""#

4

+

号*!稳定板蓝根"白醋等防疫物资价格#

此次疫情中!各国政府对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

资以及生活必需品等采取的市场干预措施!就属于

临时性价格管制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具有一定

前提!往往与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相关联!如发生恐

怖袭击"重大自然灾害等触发国家或地区进入紧急

状态!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临时管制措施#这些$政

府之手%的直接干预措施在突发事件引发的紧急状

态下是必要的!同时也具有一定时效性!往往伴随紧

急状态的结束而恢复正常$市场之手%的作用#

二$疫情中我国采取的价格

应急管理措施

!!

我国价格应急管理体系是通过$非典%$日本地

震抢盐风潮%等突发事件的实践!伴随着总体应急

管理体系的建立健全逐步发展起来的#+价格法,

+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构成了我国价格应急管理的

基本大法#

!""#

年$非典%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陆续出台并完善价格干预措施的规范性文件!指导

各地价格应急管理的操作性实践#本次新冠疫情

中!为应对口罩等防护物资的价格暴涨!各地政府

和国家有关部门及时采取一系列价格应急管理措

施#与$非典%时期相比!此次在刚刚完成新一轮机

构改革背景下启动的价格应急管理!已呈现出明显

的单项管理向综合性应急管理转变的特征!表明经

过多年努力和历次实践!价格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

意识"能力"手段和经验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价格应急管理的法律基础
+价格法,作为稳定我国市场价格总体水平的

基本法律!对政府干预价格的情况作出明确规定#

其中!第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有哄抬价格"推动

商品价格过快上涨的不正当价格行为#同时!第

三十条规定!当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

者有可能显著上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

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

度等干预措施#与+价格法,相呼应的是!在+突发

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也

明确规定$依法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

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等#而针对哄抬物价等价格违

法行为的具体认定标准!国家发改委在
%''+

年出

台"

!"%"

年修订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中!明确具体可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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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价格管控依据的相关文件

类型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发文时间

法律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全国人大
%''+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全国人大
!"")

年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国务院
!"%%

年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国家发改委
!"%"

年!修订"

直接

措施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查处

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严厉打击口罩等防控物资生

产领域价格违法行为的紧急通知/

.关于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防控期间违法行为的意见/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

!"!"

年
!

月
%

日

!"!"

年
!

月
$

日

!"!"

年
!

月
*

日

!"!"

年
!

月
*

日

!!

!二"疫情期间主要价格管理规定
在疫情暴发初期!针对口罩"酒精等医疗防护

物资价格暴涨等现象!部分省份监管部门及时出

台相应的地方规范性文件!限制商品价格的上涨

幅度)表
!

*#例如!湖北"海南"湖南等省规定商

品的进销差价率"不得高于
%$&

!山西"安徽"河

北等省规定不得高于
#"&

!山东"贵州等省规定

不得高于
#$&

#此外!部分省市设置了特殊监管

条款!如海南不允许口罩等医疗防护物资涨价"

重庆将售价不足一元商品排除在外并引入告诫

制度#

!"!"

年
!

月初!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查处哄抬

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严厉打击口罩等防控物资生产领域价格违法行

为的紧急通知,等文件出台后!从全国层面统一

明确疫情期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具体认定标

准!把控物资生产价格的监管情况!维护市场价

格秩序#

!三"从严从重处罚价格违法行为
相关法规对价格违法行为都明确了一定的处

罚区间!但在疫情期间!有关部门明确将从严从重

加大处罚力度#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关于依法

从重从快严厉打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违

法行为的意见,中!强调要以助力防控为出发点!

通过从重处罚"加快办理"协助合作等方式!打击

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并及时公布典型

案例!对违法分子形成震慑!保障价格稳定#云南

昆明市针对某企业涉嫌哄抬口罩价格!依法作出

罚款
%""

万元的决定#上海某连锁超市因多次哄

抬蔬菜价格!监管部门作出罚款
!""

万元的行政

处罚#针对哄抬熔喷布价格的相关企业及个人立

案调查!并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并追究其

刑事责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其中明确将依法严惩哄

抬物价犯罪!对非法所得数额较大者将追究其刑

事责任#

表
$

!!!

疫情期间部分省市无参照原价商品的

价格涨幅规定

进销差价率

涨幅区间
省

!

份

%$&

!

!"&

湖北$海南$甘肃$青海$湖南$广西

!"&

!

#"&

内蒙古$江西$吉林$浙江

#"&

!

#$&

山西$安徽$河北$黑龙江$山东$贵州

其他表述

天津***突破日常利润率

广东***本区域内同品种或同类产品的

进销差率

数据来源'根据各省市市场监管局网站及媒体报道内容

整理%

(

$&

(

!

第
!"#

期
!

$%$%

年
!$

月

"

注'进销差价率
a

!销售价格
b

进货价格"0销售价格
c)((&

%



三$疫情中其他国家的

价格管制措施

!!

一些国家奉行自由市场经济!仍保留在必要

时进行价格规制的权力!特别是在恐怖袭击"重大

自然灾害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都有对涉及社

会民生的重要商品进行价格管制的例子#在本次

新冠疫情中为了抑制物资囤积"价格暴涨等情况!

各个国家及地区政府启用或临时通过价格干预措

施!稳定防控物资和生活物资的价格水平#

!一"限定涨价幅度
政府允许商品因供需的变化而使价格在一定

范围内波动!但是限制商品的最大涨价幅度#美

国加州政府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同时实施物

价稳定政策!规定受到管控的物资在
*

个月内涨

价幅度不能超过
%"&

#受到管控的物资范围很

广泛!包括医疗用品"食品"天然气和其他生活必

需品!建筑材料"维修或重建服务"紧急清理服务"

运输"货运"仓储服务"酒店"住宿租赁房屋等也均

在受管控之列#若哄抬物价程度超过
%"&

!根据

加州刑法典将面临
%

年监禁和最高
%

万美元罚

款!同时还将面临民事诉讼!每次违规最高罚款

$"""

美元#澳大利亚则规定!疫情相关防护物资

的价格涨幅不能超过
%!"&

!若违反该规定将被

处以最高
$

年监禁#

!二"规定最高售价
部分国家为防止商品价格涨幅过大!政府直

接管控商品销售价格!明确不得高于限定价格出

售#在
!"!"

年
!

月疫情初期!泰国政府将口罩和

免洗洗手液等商品列入政府价格管控商品目录!

实行严格的价格管控和出口管控#随着疫情形势

不断加剧!为进一步抑制口罩价格涨幅过大!

#

月

初泰国商业部宣布对泰国国内生产的口罩直接限

价!并规定无论何种销售渠道每个口罩售价都不

得超过
!%$

泰铢)约
"%$$

元人民币*#若是进口

口罩!可在进口价格基础上加价!但加价的幅度含

相关成本和增值税在内不能超过
*"&

#若售价

超过规定!将被处以最高
$

年监禁#

!三"限制交易活动
有的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或者出台相关法令!

设置限定条件限制商品的交易#有的国家提高口

罩等医疗物资的购买门槛!禁止部分商品出售!限

制交易对象#例如!法国政府规定药店不得向无

相应处方的公民出售口罩!同时征收国内生产的

口罩以及公"私法人的口罩库存!并禁止药店对外

出售
SS+!

级口罩#斯洛伐克政府签署相关法

令!禁止商家向普通民众出售高防护级别口罩)如

SS+!

和
SS+#

*!但医护人员和政府机构拥有购

买的权利#美国亚马逊公司为支持政府控制疫

情!禁止向个人售卖
6'$

口罩和外科口罩等相关

医疗用品!并将这些产品优先销售给医院和政府#

此外!有的国家采取限制交易方式!如禁止高价转

卖#例如!日本政府参考禁止非法倒卖门票的法

律!及时修改+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禁止任

意形式)包括线上和线下*的口罩高价转卖行为!

同时也禁止通过收取超额运费来获利#

四$完善我国价格应急管理

的对策建议

!!

尽管在新冠疫情期间我国价格应急管理与

$非典%时期相比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暴露出制

度不足问题#当前我国价格应急管理的法律条款

出台时间较早"久未修订!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

实际!法律间衔接性"系统性与操作性都有待提

升!不足以有效应对突发情况下发生的价格暴涨

问题#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对突发事

件期间价格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形式过于单一!

且力度较弱!主要采取行政处罚!如警告"没收违

法所得"罚款等!对严重的也就是停业整顿或吊销

营业执照#此外!针对价格涨幅的认定方案!考察

因素和认定标准过于单一!难以做到灵活处理不

同商品#为更好应对新形势下价格应急管理的需

求!完善价格应急管理机制迫在眉睫#

!一"完善价格应急管理法律法规
建设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做好价格应急管理的

基础#不断完善价格法律体系!也是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价格体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应根据当

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高相关法律条文

的适时性!推动我国+价格法,和+突发事件应对

法,等法律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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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
科学合理设计价格涨幅标准"判断价格变化

异常!既是政府管控价格的重要手段!又与市场经

营者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在波

动幅度"时间区段"商品类型"特殊情况
(

个维度

上分别进行制度设计!进而形成$四合一%综合标

准!灵活科学确定突发事件中不同商品价格波动

范围#

!三"健全应急物资储备保障机制和调度机制
商品的储备量或供应量是否充足!是能否迅

速平息抢购风波和价格异动的关键#要不断加强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物资以及粮食"食用油等重要

商品的储备机制建设!健全应急资源调度机制!不

断加强货源渠道的掌控"整合和调度能力#此外!

需要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对物资进行补充!通过放

宽价格管理限制或提供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提

高市场主体积极性!使其自发为市场提供物资#

!四"健全价格监测预警机制
重点强化网络销售平台的价格监测体系!增

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完善多渠道监测哨点建设!

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加强部门间"区域

间"上下级之间横向和纵向的信息共享机制!提升

对连锁反应的监测力度!增强超前化解价格突发

事件的应对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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