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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在经历了去年底“三连降”后，新年伊始国内油价迎来

了调整。跟去年一样，这一次调整也是以上涨开头。

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今天凌晨零时起，国内汽、柴油

价格每吨分别上调 250 元和 240 元。根据浙江省发改委

消息，此次调整后，我省 92 号汽油零售价为 7.75 元/升，每

升上调两毛钱，私家车加满一箱油（以 50 升计算）要多花

10元；95号汽油为8.25元/升，每升上调0.21元；0号柴油

为7.43元/升，每升上调0.21元。

“涨”字开头，92号汽油每升涨两毛
国际油价与一年前相当，国内油价为何比一年前贵

本报记者 王燕平本报记者 王燕平

本报讯 过去这一年，每天你几点下

班？下班后都做些什么？这些答案的背

后，藏着你一整年的努力。

去年12月28日，T3出行发布《2022

年度出行消费报告》（简称“报告”），对

2022 年度用户的出行消费特点进行盘

点。《报告》显示，53%的用户打车频次同

比增加，上下班通勤超越休闲娱乐成为

首要打车需求。95后等年轻群体则热衷

前往收费自习室、图书馆等场所备考，前

往自习室的订单同比增幅达300%。

《报告》显示，青岛是国内最能喝酒

的城市，杭州成下班最晚城市。

除了全年的出行消费报告以外，用

户还可通过 T3 出行 APP，查看自己的

2022年度出行报告。

杭州是最“卷”的城市
80后下班最晚

夏天潮湿炎热，冬天风大寒冷，每年

夏冬季节历来是网约车行业的旺季。今

年网约车旺季则集中出现在夏季。

根据《报告》，2022 年，53%的用户

打车频次同比增加，30%的用户与去年

持平，17%的用户同比减少。家住成都

的刘女士，1 年在 T3 出行平台下单 238

次，荣膺“订单王”。

《报告》显示，2022 年，在诸多出行

需求里，上下班通勤、休闲娱乐、探亲访

友排在前三位。具体来看，12 月通勤订

单占比最高。

重庆、成都、广州、深圳、南京、武汉、

长沙、合肥、上海、杭州是通勤订单占比

最高的十个城市。宁波、佛山、青岛、苏

州、厦门等 5 个城市通勤订单量同比增

长超过100%。

根据《报告》统计，以 18：00 开始计

算加班时长，杭州是最“卷”的城市，每天

平均下班时间相比 2021 年晚了 1 小时，

深圳、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南京、苏

州、武汉、珠海紧随其后。

从年龄段分布来看，80 后最难实现

“下班自由”，平均下班时间最晚。由于

房子、小孩以及赡养父母等经济压力，

80 后每天加班时长比 2021 增加了 1.5

小时，22 点以后下班是许多 80 后的真

实写照。90 后排在第二位，每天加班时

长同比增加了1小时，95后则增加了0.7

小时。

考公考研热催热付费自习室
青岛人最能喝酒

面对越来越“卷”的工作竞争环境，

考公、考研、考编成了热门选择。《报告》

显示，2022 年，前往付费自习室的订单

同比增长3倍，前往图书馆、书店的订单

也同步增长 1.8 倍。从年龄段分布来

看，95 后（1995 至 1999 年出生）以 56%

的占比排在第一位；其次是 90 后，占比

为28%；00后位居第三位，占比为13%。

2022 年前往付费自习室订单最大

的前十个城市依次为武汉、成都、重庆、

杭州、长沙、南京、郑州、济南、兰州、青

岛，基本为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

2022 年 3 月，平台上线饮酒报备等

一系列服务。从区域分布来看，青岛、哈

尔滨、重庆、上海、深圳、郑州、南京、沈

阳、武汉、太原等城市乘客酒后报备数量

最多，是十大最能喝酒城市。

根据平台统计，在乘客遗失的诸多

物品中，手机最多，占了 21%；其次是身

份证等证件类物品，占比为 16%；耳机

等数码类产品也不少，占了10%。

最“爱”丢东西的城市排行榜中，上

海、成都、杭州、广州、武汉排名前5位。

平台的“一键叫车”功能，也让更多

老年人充分享受到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

利。2022 年全年，在 T3 出行平台上，使

用“一键叫车”功能出行的老年人达到

290 万人次。其中 60 至 70 岁年龄段占

比最高，为 58%，71~80 岁及 80 岁以上

老年人分别占比 27%、15%。选择自己

叫车的老年人比例日渐增多。有 35%

的老年人选择自己叫车，65%的老年人

由子女或其他家人代叫车。

本报记者 陈婕

T3出行发布《2022年度出行消费报告》

杭州人下班比上一年晚了1小时

国际油价与一年前相当
为何国内油价比去年同期贵

2022 年，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共经历了 24 个调价窗

口，为 13 涨 10 跌 1 搁浅，涨跌相抵后，国内汽、柴油价格累

计每吨分别提高 550 元和 530 元。折算到每升的话，我省

92 号汽油、95 号汽油和 0 号柴油分别上涨 0.43 元、0.47 元

和0.45元，以92号汽油为例涨幅为6.04%。

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震荡上升，截至上周末，纽

约原油期货和布伦特原油期货双双突破80美元/桶大关。

目前的国际油价实际上与一年前相当。可能大家会觉

得奇怪：既然国际油价与一年前相差不大，为何现在国内油

价要比一年前贵？这主要跟这一年来的汇率变化有关。国

际油价是以美元计价的，而国内的成品油是以人民币计价

的。过去一年，美元对离岸人民币汇率涨了 8.73%。这意

味着，在国际油价不变的情况下，我国进口原油的成本，换

算成人民币的话就要贵8.73%。

去年年初油价“六连涨”
今年油价会怎么走

一年前，国内汽柴油价格也是迎来新年首涨，拉开了油价

“六连涨”的序幕；今年油价首涨后，接下来油价的走势如何？

目前影响油价的因素错综复杂。首先，美联储仍在加

息通道上，虽然加息幅度放缓，但在各国央行被迫加息的背

景下，今年全球经济前景并不乐观。通俗地讲，就是全球经

济可能衰退，对原油需求减少，国际油价可能下跌。另一方

面，中国经济复苏会增加原油需求，会带动国际油价上涨。

要知道，中国已连续多年是全球原油第一大进口国。

俄乌冲突当然是影响国际油价的一个主要因素，但一

方面冲突会导致油价上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又限制俄罗

斯油价，影响如何至今仍扑朔迷离。

为了避免油价暴涨暴跌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我国的成

品油价格调整机制，设置了地板价和天花板价——当国际

市场油价低于40美元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降低；当

国际油价超过每桶130美元调控上限后，汽、柴油价格原则

上不提或少提。

2022 年 6 月底，国家发改委又对“天花板价”政策进行

了明确和调整，当成品油调价日前10个工作日国际油价的

平均价格超过130美元每桶，而且是持续高于这个价格，那

么两个月之内成品油的零售限价就不再调整；但超过两个

月后，如果国际油价继续维持在130美元每桶之上，那么成

品油零售限价将适度上调了。

我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变化（元/升）
标号 调价前 调价后 涨幅

89号汽油 7 7.19 0.19

92号汽油 7.55 7.75 0.2

95号汽油 8.04 8.25 0.21

98号汽油 8.8 9.03 0.23

爱跑98号汽油 8.8 9.03 0.23

0号柴油 7.22 7.43 0.21

-10柴油 7.66 7.88 0.22

（备注：自 2023 年 1 月 4 日零起执行，其中 98 号、爱跑

98号汽油由企业自主定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