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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天然气价格改革纪实

 天然气是优质、高效的清洁能源，大力推进天然气产业发展，是我国加快建设现代清洁高效能源体系的必由之路，
也是化解环境约束，改善大气质量，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管住中间、
放开两头”的总体思路，坚持改革与监管并重，在加快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快速提高气源和销售等竞争性环
节价格市场化程度的同时，加强自然垄断环节的输配价格监管，着力构建起天然气产业链从跨省长输管道到省内短途
运输管道、再到城镇配气管网等各个环节较为完善的价格监管制度框架。

 稳步放“两头”，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

 总结成熟市场发展历程发现，一国天然气行业一般经历初始增长、快速增长、稳定增长三个主要阶段，相应价格机
制通常由成本加成、挂钩油价，最终实现气气竞争。借鉴成熟市场经验，我国天然气价格改革伊始，就明确改革最终
目标是放开气源和销售价格，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党的十八大以来，紧紧围绕改革目标，通过先易后
难的推进方式，采取“先非居民后居民”、“先试点后推广”、“先增量后存量”、“边理顺边放开”的实施步骤，
又快又稳推进改革。

  ——试点先行，方法创新，建立动态调整新机制。
2011年底，在广东、广西开展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结合我国天然气行业生产、运输、销售一体化经营的实
际情况，将天然气价格管理由出厂环节调整为门站环节，实行最高上限价格管理，并将定价方法由“成本加成”定价
改为“市场净回值”定价，建立起天然气与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等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

 ——确定目标，分步实施，全面理顺非居民用气价格。
2013年6月，在总结广东、广西试点经验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天然气价格形成新机制。同时，为减少改革阻力
，区分存量气和增量气，增量气价格一步调整到与可替代能源价格保持合理比价的水平，存量气价格计划分三步调整
，当年每立方米提高0.4元；2014年9月，实施改革“第二步”，再次将存量气价格提高0.4元，缩小与增量气价差；201
5年4月，根据可替代能源价格变化，将增量气价格降低0.44元，存量气价格提高0.04元，实现价格并轨，完成“三步
走”计划，全面理顺非居民用气价格。2015年11月，根据可替代能源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况，将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每
立方米降低0.7元。2017年8月，结合管道运输价格降低和增值税率调整因素，再次将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每立方米降
低0.1元。

 ——市场导向，有序放开，纵深推进市场化改革。
统筹考虑国内外能源市场供求及价格变化，有序放开气源价格。2013年放开页岩气、煤层气、煤制气等非常规天然气
价格；2014年9月放开液化天然气气源价格；2015年4月放开除化肥企业外的直供用户用气价格；2016年，先后放开化
肥用气价格，明确储气设施相关价格由市场决定，并在福建省开展门站价格市场化改革试点；2017年，明确所有进入
交易平台公开交易的气量价格由市场交易形成。通过“小步快走”的渐进式改革，国内天然气价格市场化程度显著提
高。改革前，国内天然气价格基本由政府管理；改革后，占国内消费总量80%以上的非居民用气价格实现由市场主导
形成，其中50%以上完全由市场形成，30%左右实行“上浮20%、下浮不限”的弹性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天然气价格改革蹄疾步稳，不仅全面理顺了非居民用气价格，且大部分价格实现了由市场主
导形成，赢得社会各方面高度评价，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一是提高了企业生产和引进海外资源积极性，增强了资源供
应保障能力，“气荒”现象基本消除；二是促进了天然气资源合理配置，并推动了落后产能淘汰和产业升级。三是理
顺了产业链各环节利益关系，提高了天然气利用效率。四是市场化改革方向被各界接受和认同，市场活力不断增强，
为进一步推进行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奠定了基础。五是根据可替代能源价格变化，按机制及时降低非居民用气价格，降
低用气企业成本1200亿元以上，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精细管“中间”，输配价格管细管好管到位

 天然气管道运输和配送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是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其价格应由政府严格监管。党的十八大
以来，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价格监管、健全政府定价制度的总体要求，在总结天
然气输配价格管理实践经验、借鉴市场成熟国家通常做法的基础上，快速构建起精细化、制度化、透明化的输配价格
监管体系，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改革管道运输定价机制，率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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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监管办法和成本监审办法全覆盖。
针对我国天然气管道快速发展并连接成网，原有“一线一价”的价格管理方式不能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实际情况，20
16年10月，印发《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和《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建立起科
学完善的管道运输价格监管制度。核心内容有：一是明晰定价方法。遵循“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对价格监
管的范畴、对象，价格管理的方法、程序，以及部分核心指标作出细致规定。二是从紧核定定价成本。要求管道运输
业务单独核算，成本单独归集，明确了构成定价成本主要指标的核定标准。三是推行信息公开。要求企业主动公开成
本信息，强化社会监督；定价部门公开成本监审结论和定价依据，提高价格监管透明度。

 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改革，率先在重要网络型自然垄断领域实现价格监管办法和成本监审办法的全覆盖，是新常态
下价格工作职能创新的重大突破，体现了政府定价由价格水平制定向监管制度供给的重要转变，标志着网络型自然垄
断环节价格监管向精细化、制度化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利于激发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管道的积极性，并为实施管道第三
方公开准入、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对促进天然气行业长期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

 ——强化配气价格监管，构建全产业链价格监管体系。
城镇配气管网是天然气供应的“毛细血管”，天然气配送是产业链“最后一公里”。我国天然气配送环节价格监管相
对滞后，一些地方对“最后一公里”监管不到位，主要体现在配气价格尚未单独核定、各环节成本和价格没有清晰界
定，监管规则不健全、价格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度不高，配气价格水平差异较大、少数地方价格偏高、企业负担重。
针对这些情况，2017年6月，印发《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继2016年建立起管道运
输价格监管规则后，进一步建立起下游城镇燃气配送环节价格监管框架，从而构建起天然气输配领域全环节价格监管
体系。

 《指导意见》明确了配气价格的制定方法，确定了重要指标参数的选取范围，提出了加强监管的具体要求，特别是
有三个亮点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一是建立成本约束机制。对直接影响配气价格的部分核心指标参数如供销差率、折旧
年限、最低配送气量等规定了上限标准或作出限制性规定，促进企业加强成本管理，提高行业效率。二是建立激励机
制。鼓励各地科学确定标杆成本，对燃气企业通过自身努力使实际成本低于标杆成本的部分，建立燃气企业与用户利
益共享机制，激励企业提高经营效率，主动降低配气成本。三是推进企业信息公开。要求燃气企业主动公开价格、成
本等相关信息，便于不同企业成本对标，强化社会监督。

 ——输配价格监管政策落地，价格监管取得实质性成果。
2017年上半年，国家组织12个成本监审组对13家天然气长输管道运输企业按照统一方法、统一原则、统一标准进行了
成本监审，剔除13家企业无效资产185亿元，核减比例7%；核减不应计入定价成本总额46亿元，核减比例16%。在成
本监审基础上，2017年8月份，核定了长输管道运输价格，核定后的管道运输平均价格下降15%左右，减轻下游用气
企业负担100亿元左右。地方输配价格方面，陕西、江苏、浙江、河北、云南、江西等地纷纷按照国家要求，制定省
内输配价格监管规则，并降低省内管道运输价格和配气价格，已累计减轻企业负担40亿元以上。

 随着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不仅促进了管道运输企业降本增效，减轻了用气企业负担，促使产业链各环节收益更趋合
理，更为重要的是，有效推动了管网公平开放，促进天然气市场化交易。长输管道运输价格核定后，2家管道运输企
业第一时间主动宣布向第三方开放管道。

 推动建市场，价格改革新平台成功搭建

 天然气是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其价格话语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建立交易市场是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国
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近年来我委积极推动天然气市场建设，成功在上海、重庆搭建了一东一西两个市场化改
革平台。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于2014年12月组建，2015年7月试运行，2016年11月正式运行。2015年天然气单边交易量超
过65亿方，2016年交易量突破150亿方，占全国天然气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8%左右，预计2017年交易量达到300亿立方
米。2017年9月，交易中心开展了国内首次管道天然气竞价交易。交易中心运行以来，对衔接供需双方、形成合理市
场价格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力与日俱增，国内外广泛关注。在供需形势偏紧的背景下，截至9月27日，中石油五大
天然气区域销售公司先后拿出3.8亿立方米的增量气量供下游用户公开竞买。虽然交易规模不大，但是交易中心在其
中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上游企业通过交易中心实现了以市场化方式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而下游用户，特
别是一些规模较小的用户也纷纷表示交易中心这一平台让他们获得了与大用户平等竞争的机会。

 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2016年8月份启动筹建，2017年1月12日揭牌成立，预计2017年底前上线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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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交易平台，既是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支撑，还是更好地参与国
际能源合作的重要平台。上海、重庆两大交易中心各有侧重、适度竞争、互为支撑、协同发展，将共同促进国内能源
市场化改革、加快融入国际市场，提高国际影响力。

 下一步，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深入总结评估改革效果，认真借鉴历史经验，审时度势，啃骨头、涉险
滩，适时迈出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新步伐，充分释放天然气市场活力，同时进一步完善输配价格监管规则，制度化、精
细化监管再上新台阶，积极推动上海、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建设，形成“中国价格”，助力天然气行业持续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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