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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天然气价格的调整已经成为坊间热议的焦点，上至 80 岁的老人，下

至 10 多岁的孩子，都在谈论天然气价格调整对生活的影响。

如今，“涨价说”已不攻自破，但余波依旧在不少城市泛滥。从北京到上海，

从杭州到武汉，从青岛到兰州……“ 抢气”虽不如当年“ 抢盐”般疯狂，却也扎

扎 实 实 地 在 各 地 上 演 。 不 少 消 费 者 彻 夜 排 队 买 气，出 手 甚 是 大 方，大 有“ 屯

气”之意。

商品的每一次涨价都会引发消费者的恐慌，这次也不例外，而卖方似乎也有

难言之隐。价格倒挂已把中国天然气市场逼得没有退路。

尽管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出面辟谣，表示关于“天然

气价格将大幅上调”的消息纯属无稽之谈，但事态仍 在

扩大。据媒体披露，近日，国内多地正陆续准备上调民

用天然气价格。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浩宁对《中国贸易报》

记者表示，国家发改委虽然否认近期天然气价格会集体

大涨，但并未正面反对部分地区天然气价格小幅上调，

这给地方天然气价格上涨“留足了空间”。地方气价的

调整与“中央精神”并不冲突，地方政府此举或在有意试

探国家发改委的“底线”，天然气价格的整体走势仍值得

重点关注。

价格倒挂掀波澜

2011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决定自 2011

年 12 月 26 日起，在广东、广西开展天然气价格形成机

制 改 革 试 点 。 如 今，已 过 去 1 年 有 余，预 期 的 天 然 气

价改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却迟迟未至。国家统一调

价的谨慎态度并没有阻止各地上调天然气价格的冲

动，曾被简单打上“涨与不涨”标签的国内天然气价改

如在弦之箭。

今年 1 月份以来，江苏、浙江、长春等多地纷纷召开

居民用燃气价格调整听证会，业内预期，地方调价可能

倒逼全国性天然气价改。

为什么天然气价改如此紧迫？

“ 进口价格与国内市场价格形成倒挂，改革势在

必行。”隆众石化网天然气分析师杨 回答说。

目前，进口天然气已成为中国天然气供应的重要补

充，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 28.9%，接近 30%。国家发改

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 年全年，国内天然气产量 107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6.5%；天然气进口量(含液化天然气)

425 亿立方米，增长 31.1%；表观消费量 1471 亿立方米，

增长 13.0%。此前有分析指出，目前，中国的天然气价格

大概位于每立方米 2 元至 3 元之间，而中国从中亚进口

的天然气到新疆地区的成本价格就在每立方米 2.5 元，

这还不包括其他费用，所以进口天然气价格至少比国产

气高 0.5 元至 1 元。

此外，与其他可替代能源价格相比，国内天然气价

格相当于等热值液化石油气价格的四分之一，燃料油价

格的三分之一，进口天然气价格的一半左右。

价格水平偏低就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变化和资

源稀缺程度，特别是近年来进口中亚天然气价格尽管一

高再高，却仍在按国产气价格亏损销售，形成了“价格倒

挂”。“进口天然气企业的亏损已成现实，现在如果要继

续推广天然气的使用，一方面需要消费者能够承受，另

一方面就是经营企业不能出现长期亏损。所以，在不考

虑涨幅频率的情况下，提价这个要素还是必要的。只要

我们还需要天然气，那么在满足大面积需求的情况下，

提价是必要的。”对外经贸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常务

秘书长王炜瀚在电话中对记者说。

谁是价改受益者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

比例的不断提高，完善价格机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进入市场，天然气产业链上下游众多“沾气”公司都将

受益。

王炜瀚进表示，如果从财务的角度看，天然气涨价

最直接的受益者应该是与天然气利益最相关的生产企

业和进口企业，以及天然气产业链其他环节的商家，例

如城市管网的输配服务商等。

最新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两大石

油企业净利润均出现下滑。其中，作为国内最大的天然

气生产企业，2012 年，中石油天然气销量增加，亏损却愈

加严重。中石油年报显示，受进口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

(LNG)亏损增大影响，2012 年，该公司天然气与管道板

块经营亏损 21.1 亿元，比 2011 年的经营利润 155.3 亿元

降低 176.4 亿元。有分析指出，中石油目前拥有中国约

80%的长输管网、近 70%的天然气量、中亚气的独家进口

权和众多城市燃气项目，另外还通过控股子公司昆仑能

源开拓 LNG 接收站与工厂以及加气站业务。若门站价

或井口价能够提升 10%，中石油 2013 年的 EPS（普通股

每股税后利润）有望增 0.08 元。

“天然气价改，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中石油和中石

化。随着天然气消费量的逐年增加，进口量也增大，而

国产气价格的增幅却不大，进口天然气价格倒挂现象严

重，一直都是国产气补贴进口气。”任浩宁说。

任浩宁认为，天然气价改是典型的伪命题！“天然气

价格上调只会使油企受益，而普通百姓将成为最大的受

害者，天然气价格上调的区间十分狭窄，短期内采取任

何措施调整价格的做法都不稳妥。天然气价改很难健

全我国天然气行业薄弱的产业链条，试图通过价格机制

来改变供求关系的想法过于幼稚。”他说。

据悉，新一轮天然气价改将分两步走，此次价改将

实行增量气涨价，存量气以稳为主。明年将是天然气价

改的第二步，即存量气价格上涨至与增量气同等的价

格。尽管存量气、增量气的定价模式受到了业内人士的

广泛认可，但也有专家担心这将会损害终端消费者的利

益，尤其是工业用户将承受较大的成本压力。

“天然气价格上涨，终端消费者要为此埋单。但改革

的本质是利益调整，在矫正不当的同时，肯定会在一定程

度伤害一些非目标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我倾向于政

府财政补给弱势群体，算清楚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账，让弱

势消费者以明确真实的价格获得补贴。”王炜瀚说。

价改利好天然气进口

虽然国内天然气下游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

天然气终端市场需求快速扩张。但受到储藏量和勘探

能力的限制，中国天然气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也在不

断提高。

厦门大学能源研究所主任林伯强在博客中写道：自

2010 年开始，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增长速度惊人。

2011 年对外依存度达 24.3%，较 2010 年增加 11.5%；2012

年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提高至 28.9%。随着中亚、中俄、中

缅等几条天然气通道近几年内开始供气，我国天然气对

外依存度还将迅速升高，2015 年可能达到 35%，占一次

能源结构比例也可能相应提高到 7%或 8%。

如今，国内外气价倒挂现象以及国内企业亏损的

压力，正在“ 逼宫”天然气价改，问题的症结在于进口

天然气已经成为中国天然气供应的重要补充。那么，

天然气价改一旦大面积铺开，是否会对天然气进口造

成影响？

“天然气价改对天然气进口是个利好。”杨 表示，虽

然天然气进口价格倒挂，但进口数量是稳步增长的。同

时，中石油、中海油等都在加速并购，这种做法一方面是

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能源多元化的要求。

根据高盛集团的说法，亚洲的液化天然气价格 2013

年将上涨，这是由于亚洲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供应的

增长速度。

据悉，天然气“十二五”规划中指出：至 2015 年，中

国天然气年进口量将达到 935 亿立方米，进口依存度将

由 2010 年的 15%提高至 2015 年的 35%以上。陆上管道

天然气进口方面，中国主要将目光瞄准相邻的产气国，

主要包括中亚各国、俄罗斯和缅甸等。中亚天然气管道

线于 2011 年全线贯通，设计年输气量为 300 亿立方米至

400 亿立方米；中缅天然气管道计划于 2013 年投产，年

输气能力为 120 亿立方米。另外，俄罗斯管道天然气进

口正在谈判当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3 月中下旬结束了对俄罗

斯的国事访问。其间，中俄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深化能源

合作的文件，中俄天然气贸易谈判也有了出乎意料的进

展。据悉，中俄两国计划在今年 6 月敲定具有法律效力

的对华出口俄罗斯天然气合同的条件。年底前，中俄有

望谈拢价格，签订长期合同。

曾有人担心，天然气价改是否会对中俄天然气管道

贸易谈判带来波折？

任浩宁表示，中俄天然气管道贸易谈判的最终结果

主要取决于双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而贸易谈判所最终

确定的交易价格、交易量则是重点，若从俄罗斯进口天

然气量多价廉，则国内天然气价格将趋于稳定，并存在

小幅下调的可能。

改革不能一步到位

在涨与不涨之间，这场天然气价改的戏码不断显现

出各利益方之间的纠结，其中，天然气需求方和生产供

应方之间在不断对抗与博弈，而作为第三方的国家发改

委则是天平中间的支点，尽量平衡各方利益。

“一般意义上，改革从本质上说是利益调整，政府参

与其中，应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其实，推动天然气

价格改革的需求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推动的需求

增长，至少不完全是市场的自主选择。”王炜瀚认为，天

然气价格改革的正确内涵是建立具有竞争性的定价机

制。眼前重要的是，定价机制的设计工作要做细致。

“所有的改革都应该是一个系统的改革，所有的利

益相关者的平衡要符合经济规律以及社会相关的价值

判断。天然气价改不应局限在涨价上。”王炜瀚说，“天

然气的价格改革涉及到很多方面：在不可能有竞争的环

节做好政府的监管、保障落实消费者的利益等，这些都

是定价机制改革最基本的内容。不能总等到亏损的时

候进行调价，那么，将永远是最弱势的消费者面临着被

改革，这就会造成社会公众对改革的无奈、惧怕，甚至怨

恨，老百姓会认为‘一提改革就涨价’。要把改革做到

位，而且要有一定的勇气和魄力来调整其他的经济关

系，而不仅仅是为难终端消费者以及直接相关的企业。”

林伯强则认为，在天然气价改呼声日益高涨的时

刻，我们更应当注意在加快推进价改的同时，不断完善

配套措施以减少改革带来的影响。从公平和效率的角

度考虑天然气价格改革，补贴设计尤其重要。为了照顾

不同地区和不同用户对价格的承受能力，新的定价方案

必须设计有目标的补贴措施。例如对经济相对欠发达

省份的中心城市门站价给予适当的优惠，同时，对民用

天然气以及农用天然气进行补贴，尽量减少天然气提价

对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涨价潮多地涌动 天然气“纠结”价改

吉林长春市天然气 4 月 1 日起涨价引来一片质疑，然而就在同一天，河北邯郸市天然

气价格也悄无声息地上涨了。对于这次涨价，当地居民的感觉是“太突然”，但邯郸市物价

局却回应说，涨价方案两年前就开过听证会。

看来天然气涨价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当时长春市发改委就天然气涨价回应说，涨价

是两年半之前就定好的，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推迟到现在才开始实施，所以与国家发改委

“天然气近期不会涨价”的表态并不矛盾，而且也只是个案。这一次邯郸市物价局也回应说

两年前就开过了涨价听证会，而且这次涨价也经过了市政府常务会议的批准。

如果说长春市天然气涨价程序还勉勉强强的话，因为 2 月 25 日长春市为此开过了听证

会，25 位听证代表全部赞成；那么邯郸市的涨价理由就实在说不过去了，一个两年前的听证

会还有效吗？退一步说，发改委刚刚否认了天然气近期将涨价的传言，现在邯郸市却要拿

一个两年前的听证会作为涨价依据，这是在打谁的耳光？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天然气涨价，理由多是燃气公司亏损。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涨价倒也无可厚非。然而有媒

体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大部分城市天然气经营企业不仅没有亏损，反而获暴利。以处于涨价传

闻中的北京市天然气集团为例，该公司2012年盈利高达21.3亿元，深圳燃气2012年年报显示，

当年实现净利润5.28亿元。这显然已属暴利，何来亏损？

一边是燃气企业大赚特赚，另一边却是天然气价格一涨再涨，如此情景在油企身上也曾

上演过。何况天然气与民生息息相关，作为准公共产品，涨价必须既要符合严格的程

序要求，也要考虑到民生承受力，为何却一个接一个地顶风涨价？根源恐怕还

在于市场垄断。眼下天然气上游环节市场基本上都被几大国企垄断，

而只要不打破垄断，所谓的天然气价改即便能顺利推

行，其意义也会大打折扣。

邯郸天然气涨价打破了长春天然气涨价“只是个

案”的说法，公众担心的是，在长春、邯郸之后，又会

有多少城市像“邯郸学步”一样，步涨价后尘。

当发改委的“无稽之谈”等表态都难以阻

止天然气涨价，当听证会早已经成为

听涨会、失去其本身意义时，如何

保证天然气这些民生必需品

不会掉进暴利下涨价的

怪圈，值得深思。

天然气涨价岂能“邯郸学步”

■ 本报记者 徐淼

■ 子在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