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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21 世纪将是天然气主导能源消费的世纪。目前，

中国的常规天然气探明程度为 21%，利用程度约 5%。

总体而言，中国天然气开发处于早期阶段。也正因为

如此，天然气的进口量与价格时刻牵动着相关企业的

敏感神经。

6 月 21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将逐步

放开对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限制，特别是增加对亚太市

场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他对中俄之间在天然气领

域加强合作抱有很高期待。

“仅从汽车行业来说，这算是一大利好。”中国汽车

后市场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路志光对《中国贸

易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国内天然气产量保持增长

态势，但消费量增长势头更为强劲，国内供需紧张，形

势严峻。解决供需缺口的办法通常有两个：一是通过

管道从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周边国家进

口天然气，二是利用中国长海岸线，以液化天然气（简

称 LNG）方式从其他国家购买。鉴于中国天然气需求

缺口扩大幅度远高于国内产量增加幅度，未来，LNG 进

口将不断攀升。而供给缺口必然导致价格上涨。

进口天然气跟风涨价

几经博弈，中海油无奈地答应了印尼东固的涨价

要求。

6 月 20 日，进口印尼东固液化天然气协定涨价幅

度超过 70%，由目前 LNG 气源价格 4 美元/百万英热

左右涨至约 7 美元/百万英热，较 2006 年印尼 LNG 正

式对华出口时的价格增加 1 倍。

东固是印尼的第三大液化天然气生产中心，中海

油作为合作方之一，占股 13.9%。根据 2002 年双方签

订的合同，中海油每年从东固项目进口液化气 260 万

吨，期限为 25 年，而 260 万吨相当于 2012 年中国 LNG

进口总量 1468 万吨的 17%左右。

中宇资讯天然气行业分析师王慧认为，涨价后的

印尼东固 LNG 价位依然有利可图。“70%的涨价幅度

确实很大，进口成本的上升将直接影响中海油利润。

但另一方面，我们换算一下，7 美元/百万英热约合

1.43 元/立方米，相对来说，此价位尚不能被归入高价

行列。”

显然，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始。此次提价，令其他

国家提价的欲望更加迫切。

澳大利亚将天然气列为国内第三大能源，仅次于

煤矿和铀矿，储量约为 11.04 万亿立方米。最近，向中

海油和广东大鹏 LNG 供气的澳大利亚方面开始谋求

涨价，澳方高层向中海油多次强调，由于生产成本上

升，原有的价格让他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澳方

还经常借口遭遇台风、装置检修，克扣对中国的 LNG

计划供应量，今年以来已累计减少供应量 2.7 万吨。

澳方表示愿意支付赔偿金，但不会弥补供应量。因为

相比高昂的气价，赔付的补偿金要少很多。

与此同时，卡塔尔、马来西亚等国也在借机试图

涨价，其中，卡塔尔进口的 LNG 价格低廉，约 3 元/立

方米，马来西亚天然气价格比这个还低。可见，价格

上涨空间依然很大。

国内天然气价格悄然攀升

国内天然气需求旺盛，计划供应量却在萎缩，对

市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虽 然 国 家 发 改 委 否 认 了 天 然 气 价 格 将 大 幅 上

涨的消息，但是各地早已闻风而动，纷纷上调天然

气价格。

据记者了解，由于今年第一季度超额供气 18 亿立

方米，中石油从 4 月份开始通过二季度限气来减少供

给，而限气范围达到了 26%左右，涉及西北、华北到南

部等地，目前情况并未好转。

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拟上调天然气

价格。继长春、邯郸等地上调天然气价格后，江苏多

个城市也开始准备涨价事宜，其中，无锡市已经从 4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的上调价格。除此之外，苏州和

南 通 也 拟 上 涨 民 用 天 然 气 价 格 ，涨 幅 将 分 别 达 到

12.7%和 15%。

对于价格上调，路志光认为，主要是因为国内严重

依赖进口天然气，而且进口的天然气价格低廉。价格

上涨的背后是国内天然气企业成本倒挂、大量亏损。

目前，中国进口管道气每立方米亏损 1 元以上，

一些液化天然气进口项目每立方米亏损约 3 元。这

从中石油 2012 年因销售进口天然气及 LNG 亏损约

419 亿元的消息可窥一斑。一位石油央企高层抱怨，

国际气价低，如果不涨价，谁还会进口天然气？不进

口就可能出现气荒。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能源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国家发改委只是说 4

月份不涨价，但地方政府经过听证之后自行涨价是正

常的。现在看，全面涨价已成必然，地方调价可能倒

逼全国性天然气价改。”

价改有望两年内启动

上述石油央企高层表示，国内气改迟迟不能启

动，虽然让下游用户短期受益，但从长期看，绝对是弊

大于利。目前，天然气价格偏低，生产商没有太大的

利润，不愿意扩大生产规模。要解决这一问题，现在

就需要改革天然气的价格形成机制。

广东、广西两地启动天然气价改试点已经一年

多，两地天然气价格由政府主导变为市场主导，把以

成本加成为主的天然气定价方法，改为按市场净回值

法定价。

据一位改革方案参与者透露，全国天然气价改扩

大试点的方案已上报国务院相关部门，目前价改试点

扩大的方案已经敲定，还是采用市场净回值法。但这

只能说是过渡方案，算是给市场一个调整和适应的时

间。为了化解终端涨价难题，上下游联动机制和阶梯

气价制度将配套逐步推行。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认为，中国天然气价格

主要受政府管制，定价机制还不健全。天然气价格应

该遵循市场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天然气产业

健康发展。但天然气价格涉及各方利益，因此对于定

价机制还存在很多争议。如何平衡利益主体的关系、

理顺天然气价格机制是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吉平预计，今年天然气价格机制改

革将加快，不过改革仍将逐步推进。

国土资源部油气战略中心处长潘继平表示，中国

可能会在两年内将天然气价格机制改革扩大至全国。

天然气涨价 倒逼价改提速

编者按：天然气是石油和煤炭之外的世界第三大能源。中国

正在成为连接国际三大区域（亚太区域、欧洲及欧亚大陆、中东地

区）天然气产业链的枢纽，在天然气价格形成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同时，进口天然气的价格优势也拉动了中国天然气市场的强劲

需求。于是，价格博弈成为能源资源改革的重头戏。

与成品油、电力等相比，中国的天然气价格明显偏低。偏低的

价格被指无法反映资源的真实价值，也满足不了开发企业的投资

回报。于是，天然气涨价呼声渐起，价格机制改革日益迫切。

近日，美国能源部宣布，将向未与美国签订贸易协定的国

家出口液化天然气（简称 LNG），包括亚洲和欧洲一些最大的

LNG 进口国。

美国有意将能源作为一项外交手段和博弈筹码。数据显

示，在过去 20 年里，天然气在美国成为替代煤炭发电的重要力

量，尤其是 2009 年后，由于天然气价格低迷和其清洁环保的优

势，用天然气发电的电厂大增。预计从 2015 年到 2035 年，出口

天然气可为美国经济增长贡献 7000 亿美元。

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中国民营企业的关注。

美国国际企业家协会中国区秘书长闫宗伟在接受《中国

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信号，即将实

现的天然气大规模出口不仅可以令美国平衡贸易收支、带动

工业复兴，而且其低价优势还有可能颠覆全球能源市场，甚至

影响全球的经济格局。目前，美国是世界上天然气资源最为

丰富而且低廉的国家之一，中国大规模进口美国 LNG 只是时

间早晚的问题。”

受到种种政策限制，目前，中国鲜有民营企业涉足 LNG 接

收站建设和 LNG 进口。一直以来，中国进口 LNG 接收站主要

由中石油与中海油两家建设。

安迅思（ICIS）资深行业分析师王瑞琦表示，民营进口没有

明确的规定，但是一般来说，进口需要进口资质和接收 LNG 的

码头。进口 LNG 的前提是必须有自己的接收站，而 LNG 接收

站获批前提是须先落实海外资源。因此，对于民营企业而言，

从海外进口 LNG 并在沿海接收，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无形的“玻

璃门”。

但这道“玻璃门”正在被打破。据知情者透露，近年来，很多

民企都在长江出海口两侧布局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有两家

已经拿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路条，而且他们也正在和外国资源方

洽谈资源进口的相关事宜。该人士认为，相比国企，民企在美国

资源进口上拥有巨大的优势，也更容易获得美国方面的认可，

“预计 2020 年前后这两家就能成为真正的 LNG 进口商。”

据悉，这两家民营公司是新奥集团和广汇能源，分别在浙

江舟山和江苏建设 LNG 接收站，这将改写中国 LNG 接收站建

设和 LNG 进口由国家石油公司垄断的格局，更多企业有望进

入这一领域。

经过浙江省发改委、省能源局和新奥集团的积极努力，3

月 7 日，国家能源局出具了《关于同意浙江舟山国际航运船舶

液化天然气（LNG）加注站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函》（国能油气

【2013】99 号）。这是中国第一个为国际航运船舶加注 LNG 清

洁燃料的项目。舟山 LNG 接收站最终规模将达到年接受能力

2000 万吨至 3000 万吨。

近日，由新奥集团拟投资建设的上述项目已顺利完成了

在舟山工商注册申请工作。另外，新奥集团还投资 100 亿元建

设舟山 LNG 国际储运中转中心及综合开发利用项目，具体包

括 LNG 国际储运中转中心项目、LNG 中转物流项目等子项

目，2016 年建成投入使用，预计年接收能力可达 300 万吨，实现

年销售额 160 亿元。

广汇能源有望成为另一家获得 LNG 接收站建设和进口权

的民营企业。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同时拥有煤、油、气资源的民

营企业，广汇能源建成了国内首条民营跨境天然气管道。但

由于一直无法获得原油进口权，其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原油

资源一直无法运回国内。广汇能源面临的困境，与国内诸多

民营地炼和原油贸易企业如出一辙。

目前，广汇能源已投资 15 亿元，在江苏启东建立了 LNG 分

销转运站，预计 2013 年 11 月试运行。其间，通过与荷兰皇家壳

牌集团的合作，广汇能源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气源问题。人民网

财经研究院评论员邹光祥认为，根据双方近期签订的合作意向

书，560 万吨的总接收能力是目前中国 LNG 接收能力的 14%，是

壳牌在全球 1/4 的供应能力。如果与壳牌合作成功，广汇能源

有望彻底改变中国油气市场被三大国有巨头垄断的格局。

打破垄断 民企建LNG接收站
围绕着天然气进行的谈判，中俄两国已经持续了 9 年。

从 2004 年 10 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始，中石油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谈判就已开始，

其间数次拟定供气时间表，却一再延误。

6 月 19 日，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阿列克谢·米勒称，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希望在

9 月份签署向中国供应天然气合同的主要条款。

但是，美国国际企业家协会中国区秘书长闫宗伟认为，中俄已经进行了 9 年的拉锯战，双

方都拥有与对方长期博弈的筹码。9 月份签署供气条款并没有多大希望，价格谈判还将继续。

价格始终是中俄天然气谈判最直接且难妥协的障碍。

中石油希望俄罗斯比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价格便宜，但俄罗斯则希望送到中国和送到

欧洲的气价一致。双方的谈判就此陷入僵局。

尽管输送距离更短，而且不需要途经第三方国家的过境费，俄方仍希望出口到中国的

天然气按照欧洲的价格计算，而中国希望参照中亚气的价格商议。2012 年，俄罗斯出口欧

洲的管道天然气的价格为 352.4 美元/千立方米，相比中国要求的 235 美元/千立方米的价

格，100 多美元的差价难以弥合。

“我们现在用中亚的天然气就亏损，去年亏损 420 亿元，预计今年要亏 600 亿元。俄罗

斯的高价格，我们根本承受不了。中亚的天然气进销亏损 1.5 元/立方米，如果以此价格再

进口 380 亿立方米，加起来就是 1000 多亿元——整个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才 1100 亿元。”知情

人士表示，现在，中国在与中亚谈判，希望降低气价。

经过多轮磋商，目前，中俄双方对每千立方米天然气的出价差距已经缩小到了 50 美元

之内。即便如此，对于 30 年每年 380 亿立方米的合同量来说，数百亿美元的差价不容小觑。

令人欣慰的是，9 年来，中国已经开始实施需求来源的多元化战略。中石油相继建设了

中土（土库曼斯坦）和中缅（缅甸）天然气管道，以及接收澳大利亚和中东液化气的终端。据

哈萨克斯坦石油和天然气部对外证实，到 2013 年，中亚至中国天然气管道输送能力将达 650

亿立方米，较原先预测值 400 亿立方米大幅上调了 60%。中国所承受的俄罗斯供气压力由

此得到稀释，对俄谈判不会轻易妥协。

可见，中俄要在天然气价格问题上达成一致，依然困难重重。俄罗斯即使在价格上有

所让步，也会要求通过其他方式让中国补偿，双方博弈尚无定论。

中俄天然气博弈悬而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