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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前天然气出厂价 、管输费和终端配气系统的定价以国家和地方政府定价为主 ，而 LNG定价主要采
取与替代能源挂钩的机制 ，通过定价公式进行调整 。由于 LNG定价与国内目前的天然气定价机制存在很大不同 ，

因此国内天然气定价会对 LNG进口在资源引进 、LNG贸易 、天然气计量方式 、LNG国内经营模式及国内天然气价
格等方面产生影响 。通过分析评价这些影响 ，结合我国国情和世界天然气贸易发展状况 ，对天然气定价机制进行

了研究 ，以求真正实现天然气的市场化来适应天然气产业的变化 ，促进我国天然气工业健康 、有序 、稳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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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产业各环节价格的合理制定既能保证天

然气资源的开发和引进 ，又能促进天然气市场的培

育和发展 ，合理的政府管理体制和定价机制对产业

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１］
。但我国陆上天然气定价机

制与 LNG的定价机制有很大不同 ，现有定价机制对

LNG 进口具有一定制约作用和重要影响 。

1 　国内天然气定价现状

　 　我国天然气门站销售价格按照出厂价和管输费

分别定价的方式 。在销售方式上 ，一些地区实行混

合销售 ，一票结算 ；另一些地区实行分开销售 ，用户

分别支付天然气气费和管输费 ，实行两票结算 。终

端配送用户（即各地方燃气公司）则实行由各地方政

府一揽子定价 ，一票销售的方式［２‐３］
。

1 ．1 　天然气出厂（井口）价格的管理及定价方式

　 　现行油气田天然气出厂价格的管理规则是统一

由政府实行指导价 ，定价机制按照企业申报 ，政府按

成本加合理利润 ，并兼顾用户承受能力的原则确定 ，

形成天然气出厂基准价 ，供需双方可在政府规定的

基准价和浮动范围内协商确定 。

　 　天然气价格按不同生产区域和用户实行分类气

价 。将原国家全部计划内气量和实际执行价格水平

接近计划内气价且差距不大的油气田气量划为一档

气 ，其他气量划为二档气 ；并按天然气用户性质将用

户分为化肥生产用气 、直供工业用气和城市天然气

用气等类型分别进行定价 。

　 　 １９９３年以前 ，无论是对天然气实行分地区定价 ，

还是制定全国统一定价 ，甚至实行价格“双轨制”时 ，

计划内对井口价均由国家定价 。唯一的变化是在

１９９２年 ，天然气实行分类气价 ，按用途分为化肥 、居

民 、商业和其他工业用气价格 ，并对当时最大的天然

气生产基地四川天然气井口价实行计划内外并轨 。

　 　 １９９３年以后 ，国家对天然气价格作了重大改革 ，

实行自销天然气价格政策 ，并对自销气规定基准价 ，

允许生产企业上下浮动 １０％ 。自此 ，天然气井口价

或出厂价开始进入由国家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阶

段 。企业自销气价格政策是天然气价格管理形式的

突破 ，有利于筹集天然气勘探开发资金 ，同时有利于

提高天然气产量和外销商品率 ，以满足市场需求 ，对

天然气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

　 　 ２００５年国家对出厂价形成机制进一步进行了改

革 ：①简化了分类 ，把天然气用户划分为化肥 、直供

工业和城市燃气 ３ 类 ，并按区域将天然气分为一档

和二档气 ，分类确定基准价 ；② 坚持市场取向 ，改变

价格形式 ，将出厂价改为统一的政府指导价 ，油气田

企业只能在政府指导的基准价基础上与用户在 １０％

范围内上下浮动协商 ；③理顺比价关系 ，建立挂钩机

制 ，天然气基准价每年调整一次 ，调整系数依据原

油 、液化石油气和煤炭价格 ５年移动平均变化情况 ，

分别按 ４０％ 、２０％ 和 ４０％ 加权平均确定 ，相邻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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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调整幅度不超过 ８％ 。总的来看 ，这次国家确立

的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 ，理顺了过去出厂价格

的混乱局面 ，将计划内天然气与油气田自销天然气

价格进行了统一 ，明确了用户分类 ，规范了市场供应

主体的行为 ，并初步考虑了市场供需及替代能源对

天然气价格的影响 。但还是未充分考虑天然气资源

的稀缺性 、市场对天然气需求的增长 、国际市场天然

气贸易的增长和巨大变化等情况 。

1 ．2 　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的定价方式

　 　 由于管道运输具有自然垄断的特点 ，国家对管

道运输价格实行严格的政府定价 ，定价机制主要按

照补偿成本 、合理盈利和有利于市场销售 ，同时兼顾

用户承受能力的原则规定 。定价形式目前采用的是

“老线老价” 、“新线新价” 。

　 　 “老线老价”是指由国家拨款建设或用贷款建设

但已还清建设投资本息的国家管道执行国家统一运

价 。 “老线”的管输收费标准最早是参照当时铁路货

运费率按距离收费的方法制定 。随着石油工业的发

展和管道运输成本的上升 ，国家又多次调整了天然

气管道运输价格 。

　 　 “新线新价”是指由国内（外）贷款建设的新输气

管线 ，采用新线新价 、一线一价的管理方式 ，报国家

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后单独执行 。定价机制按照补偿

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规定一个综合价 ，然后按距离

以不同的下气点分别确定 。

1 ．3 　天然气终端配气系统定价方式

　 　天然气终端配气行业在改革开放以前和计划经

济条件下 ，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营全部由各级地方政

府负责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行业改革滞后 ，行政垄断

局面也没有完全打破 ，严重影响了该行业的发展 。自

２００２年建设部颁发枟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

程的意见枠的通知及国家提出进一步加快公用行业改

革以来 ，各地把推进包括城市燃气在内的市政公用行

业改革作为工作重点 ，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 。特别是

在西气东输等重要管线工程建成投产后 ，沿线各城市

利用市场机制 ，招标建设了天然气终端配气工程 ，加

快了城市燃气公司改革的步伐 。目前 ，城市燃气企业

已逐步实现了市场化 ，并且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

　 　由于终端配气系统投资大 、环节多 ，在投资回报

上目前采取的一是通过收取开户费 ，提前收回部分

投资 ；二是通过天然气定价来逐步取得回报 。这两

部分定价都应在政府的监管下确定 ，但该行业透明

度相对较低 ，存在相对高额的投资回报 ，该环节在产

业链中仍有很大的政策调整余地和价格调整空间 。

因此 ，在该环节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将对天然气产

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

　 　综上所述 ，就目前国内天然气定价现状来看 ，从

天然气出厂（井口）定价 、管道运输定价及终端配气

系统定价 ，都是以国家和地方政府定价为主 ，市场调

整为辅 ，定价机制均采取补偿成本加合理利润和兼顾

用户承受能力的原则确定 。上游勘探开发和中游管

道运输 ，均是在政府严格监管下确定价格 ，而下游终

端配气环节政府监管相对较弱 ，存在政策调整余地 。

2 　 LNG定价机制
　 　近年来 ，LNG 国际贸易迅速增长 ，多元化趋势

日益显著 ，LNG 价格也产生了很大变化［４‐５］
。 国际

贸易中 ，LNG 价格通常以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计价 ，

定价机制与原油挂钩 ，并通过定价公式调整的方式 。

在亚洲地区 ，除部分印度尼西亚出口的 LNG 价格与
其原油出口价格挂钩外 ，其他 LNG价格多与日本进
口原油综合价格指数挂钩 ，采用以下定价公式 ：LNG
价格 ＝原油价格 ×受原油价格影响的系数 ＋ 各种因

素系数 。

　 　 LNG 定价具有以下特点 ：①定价单位以能量单

位（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计价 ；②定价采用能源替代

法 ，与替代能源挂钩 ，以天然气市场价值为基础定

价 ，而不是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进行 ；③贸易具有

长期性 ，价格在一定幅度范围内调整 。

　 　 LNG 国际贸易一贯采用的原则是 ：签订 ２０ 年

或更长时间的照付不议合同 ，确保 LNG 供应链中上
游的勘探开发 、液化工厂建设 ，中游 LNG 运输和下
游接收终端建设等各环节顺利实施 ，是一种上 、中 、

下游之间相互信任 、相互负责和共担风险的方式 。

3 　国内天然气定价现状对 LNG进口
的影响

　 　目前我国天然气出厂价和管输费定价机制依据

补偿成本 、合理盈利的原则来确定 ，是相对透明的 。

而终端配气环节 ，由于政府监管力度较弱 ，且经营方

式较灵活 ，价格透明度较低 。当采用以成本为基础

的定价方法 ，由于与市场相关能源价格变化联系不

够紧密 ，不能充分反映替代能源价格水平 ，天然气价

值就会被市场低估 ，可能给市场传递错误的经济信

号 ，天然气需求就会出现虚假的增长 。因此 ，目前国

内天然气定价应使天然气价格真正实现与替代能源

价格挂钩 ，真正体现天然气的市场价值 ，而不是单纯

地采用成本加成的方式来进行定价［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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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LNG的定价机制及贸易特点与我国陆上
天然气经营有许多不同 ，所以国内天然气定价机制

将对 LNG引进产生重大影响 。

3 ．1 　 LNG资源引进方面
　 　 近年来 ，国际原油价格处于高位 ，而 LNG 定价
机制与原油价格挂钩 ，所以 LNG 价格较高 ；同时由

于美国 、印度和中国等国家对天然气需求的增长 ，使

LNG 出口国对 LNG 需求增长的预期较高 ，使得世

界 LNG价格一路上涨 。 如果选择签订长期购销协

议的时机不佳 ，势必造成进口的 LNG 价格很高 。当

然 ，目前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 ，油价出现了下跌 ，对

LNG 价格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应该看到 ，石油和天

然气已经成为一种金融产品 ，其价格受经济发展状

况影响很大 。因此 ，LNG 未来价格趋势如何变化 ，

可能暂时还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然而 ，由于我国天

然气未完全按天然气市场价值来定价 ，天然气价格

偏离了其市场价值 ，若在此情况下签订长期合同购

买 LNG将造成价格倒挂 ，会严重影响 LNG 接收终
端的营运 ，进而影响该产业的发展 。

3 ．2 　 LNG贸易方面
　 　目前国内天然气价格不能完全适应国际天然气

市场的变化 ，国内定价机制未充分考虑替代能源的

价格 ，因而天然气市场未完全实现市场化 ，从而使天

然气消费出现一定的不稳定 。为规避风险 ，LNG 用
户不愿签订长期合同 ，因此 LNG贸易方式也发生了
一定转变 ，目前已经出现了 LNG短期贸易或长短期
贸易相结合的形式 。

3 ．3 　天然气计量方式方面

　 　目前国际上商品天然气计量方式主要有体积计

量和能量计量 。我国定价机制中采用的是体积计量

方式 ，交易结算按体积计价 ；而 LNG定价机制中 ，采

用的是能量计量方式 ，交易结算以能量计价 。国际

天然气贸易采用能量计量方式的原因是天然气价格

参照替代能源价格确定 ，替代能源价格确定天然气

价格的方式是按天然气的市场价值定价 ；而我国的

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定价方式并不能体现天然气的市

场价值 。但从天然气市场供求关系来看 ，真正影响

天然气价格水平的决定因素已不是个别生产企业的

成本 ，而是能源市场的价格水平 。因此 ，必须尽快着

手研究转变计量方式来适应 LNG的进口 。

3 ．4 　 LNG国内经营模式方面
　 　 在国内天然气经营过程中 ，上游和中游往往是

一家企业 ，下游为各城市燃气公司 。具体的经营模

式是由上 、中游提供天然气资源和运输 ，以政府确定

的门站价销售给下游各城市燃气公司 ，使城市燃气

公司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 。所以天然气资源提供方

都希望介入终端配气环节 ，以获取更大的垄断利润 。

虽然引进的 LNG 价格高于目前我国陆上天然气资
源的价格 ，但如果 LNG 资源引进企业直接介入终端
配气行业 ，则天然气最终消费市场是能够接受的 ，这

是经营模式的转变 。因此 ，LNG 资源引进企业势必
会考虑采取从 LNG接收终端 、管网运输和最终用户

一体化经营的方式 ，这将可能冲击到目前已形成的

天然气终端市场的销售格局 。当然也有可能拥有

LNG接收终端的企业为终端用户提供 LNG 的储
存 、气化或管输服务的经营模式 。

3 ．5 　国内天然气价格方面
　 　由于国内天然气定价机制与进口 LNG 定价机
制不同 ，势必在国内形成两种不同的天然气价格 ，这

将可能造成两种趋势 ：一是 LNG的价格与国内天然
气价格一致 ，可能使 LNG 经营企业出现亏损或微
利 ，这样 ，天然气资源供应商势必会积极采取措施 ，

推动提高国内天然气价格 ，以弥补因 LNG 进口造成
的价格损失 ；二是按照 LNG的定价机制 ，对 LNG按
天然气市场价值定价销售 。这两种情况都将促使国

内天然气定价机制发生重大变化 。

4 　结论
　 　目前国内天然气定价方式对 LNG 进口存在诸
多重要影响 。结合我国国情和世界天然气贸易的发

展 ，只有积极开展天然气定价机制的研究并逐步加

以改进 ，真正实现天然气的市场化 ，才能适应天然气

产业的变化 ，促使我国天然气工业健康 、有序 、稳定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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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郝郁 ．国际 LNG 贸易及定价研究 ［J］ ．国际石油经济 ，

２００４ ，１２（１２） ：３２‐３６ ．

［６］霍小丽 ．国外天然气定价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J］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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