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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等11省50城已落实国家气价联动指导意见 东三省未有动作

 近期，随着采暖季的临近，国家能源局和全国多地集中出台天然气相关政策，保障冬季保供顺利进行。在江苏、山
东、湖南、江西、陕西、安徽安庆等地，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正逐步落地，根治天然气购销倒挂顽疾，缓解城燃企业
经营困境。

 在东北，《国家天然气价格联动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辽宁、黑龙江、吉林却不见落地，省级、
市级、县级天然气价格联动新政均陷入难产，进度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冬季保供形势晦暗不明。

 虽迟但到 湖南天然气价格联动新政陆续落地

 10月25日前后，湖南省发改委决定启动气价联动机制，对长沙等 10城市中心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售价统一上浮 1.10
元/立方米进行价格联动。

 衡阳市于近日发布居民气价调整通知，文件指出，自2022年4月以来,国际市场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目前，衡阳各
县市区天然气公司进销价格已严重倒挂，公司经营困难，为顺畅传导天然气上下游价格，促进供气行业高质量发展，
保障居民用气供给，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决定居民用气售价统一上调0.182元/立方米。

 上述两份文件均提到，本次调价中城燃企业无法同步同向全额传导的涨价因素，在下一调整周期统筹考虑。这两份
气价联动文件均根据10月8日印发的《关于完善湖南省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通知》作出，该文件对天然气上
下游价格联动范围、启动条件、联动方式、联动公式、激励约束机制、信息公开制度、低收入群体保障等八个方面进
行了修订。

 至此，自今年6月上旬《国家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指导意见》宣贯至今，全国已陆续有湖北、陕西、山东、
安徽、贵州、河南、江苏、新疆、广东、湖南等11个省级行政区出台了省级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在城市层面，南京、福州、天水、济南、青岛等50多个市、区、县已出台地方性天然气价格联动新政。但是，在超
过2000个管道天然气覆盖的县级城市（市、区、县）中，仍有52%未建立当地天然气上下游联动机制，或者联动机制
不完善，急需根据《指导意见》更新完善。其中东北地区的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的省级、市级、县级天然气价格
联动新政未有任何动作，气价改革进度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没有保障措施 燃气企业经营困难

 在辽宁省，省会沈阳市的居民气价已近3年未调整。今年采暖季即将开始，有业内人士测算，按照当地气源企业公
布的采暖季天然气采购价格，沈阳城燃企业2023年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平均上涨0.5元/m�。按此计算，当地燃气企
业经营困难形势进一步加剧，整体亏损或将超过5亿元。

 沈阳市也未对由此给燃气企业造成的公益性指令亏损进行财政补贴。一位燃气行业法律专家指出，《市政公用事业
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住建部《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等法规文件均明确规定：“市政
公用企业通过合法经营获得的合理回报应予保障。若为满足社会公众利益需要，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定价低于成本，或
企业为完成政府公益性目标而承担政府指令性任务，政府应给予相应的补贴”。总之，没有任何措施。

 黑、吉、辽气价联动政策均未出台 燃气企业安全保障压力大

 截止到10月30日，同在东北的黑龙江省、吉林、辽宁省至今均未公开出台省级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政策，部分地市
自行制定的联动机制也存在约束条件多、应用不及时等问题，无法及时将上游价格变化疏导至用户侧，当地燃气企业
背负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一位黑龙江燃气行业人士介绍，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共有数十家燃气企业，老旧管网改造任务艰巨，部分地区
的燃气管网建成于上世纪80、90年代，甚至还有数百公里超过30年的灰口铸铁管道，腐蚀、破损相当严重，历史包袱
重，安全形势严峻。加之目前吉林、黑龙江、辽宁天然气价格机制不顺，购气成本疏导不畅，导致当地燃气企业更加
陷入了极其困难的经营境地，这也是近年来东北安全事故频发的一个原因。

 相关媒体报道显示，近10天以来，东北地区连续发生多起燃气安全事故。10月19日，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某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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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一起燃气爆炸火灾事故，造成一人死亡。10月24日，吉林省通化梅河口市某街道翠园小区发生燃气爆炸，一栋楼
被炸成废墟，造成1死1重伤15轻伤。

 近年来，国家到地方政府纷纷出台老旧管网改造规划，但是具体承担改造任务的，仍然是当地燃气企业。但是在燃
气企业气价倒挂严重亏损、经营及其困难的情况下，老旧管网改造所需的大量资金和人员投入无从筹措，工作必然举
步维艰。

 一份调查结果显示，进入采暖季以后，黑龙江当地管道气采购价冬季较夏季上涨0.3元以上。CNG及LNG气价冬季
较夏季每方上涨1元以上，无管道气源的燃气企业冬季倒挂经营。吉林市、长春市及周边地市已超1年未调整居民燃气
价格。预计当地燃气企业的亏损将进一步加重，冬季安全保供形势严峻。

 政策落地难 好经“念好”更需担当

 “党中央、国家发改委的政策这么好，为何在地方落地就这么难？”吉林省一家燃气企业负责人杨先生略带沮丧地
说，当地政府迟迟不建立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燃气企业就会反复陷入价格错配、气价倒挂亏损的怪圈之中，根本谈
不上健康发展，连安全运营资金都很难保障。

 “气价联动改革是必然趋势，国家已有明确指导意见，各省、市也有很多参考文件，部分地方政府应该向无锡、湖
南等地学习，在稳妥推进天然气价格联动改革的同时对困难群体进行精准补贴或者给予一定免费气量，而不是一味‘
拖’字诀，去观望等待。”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的一位负责人表示，部分地方政府长期不同意顺价或者调价大幅打折扣
，对于燃气企业遵守政府公益性指令造成的非经营性亏损也不给补贴，可能导致当地燃气企业资金链断裂，被迫压缩
人员、削减安全支出，乃至无钱购气引发停供，届时多年积压的问题引发的燃气安全保供风险更大。

 他介绍，今年以来天水、济南、青岛、南京、福州等50多个市、区、县已出台地方性天然气价格联动新政，均顺利
落地，效果良好。

 今年年初，一家省级党报曾经发表题为《政策落不了地，比没有政策更糟糕》的评论文章，引起了众多百姓和企业
的共鸣。文章这样写道：政策引领发展，政策关乎民生。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实，政策落不了地，再好的发展机遇也
会失去；政策落不了地，会影响政府公信力，挫伤人民群众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比没有政策更糟糕。

 上述法律专家表示，国家发改委和省级发改委把天然气定价权和价格联动机制制定权下放到地方，“一龙治水”变
成“千龙治水”，本意是鼓励各地市、县、区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各地实际，制定适合当地的政策。他指出，“各
负其责”不是“各干各的”，既合理发挥政府作用，又有效利用市场作用。既要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又要切实平衡近
期与长远利益，让政策的落地切实改善民生、促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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