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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 ２６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 ：将现行以计划经济的“成本加成”为主的天然气定价方法

改为“市场净回值”定价方法 ，并在广东 、广西两省区进行试点 。为此 ，阐述了此举的重大意义 ，认为这是中国天然气定价

机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为促进中国天然气产业快速发展开启了大门 。然后提出 ，为使中国“十二五”天然气下游市场与上

游供应同步拓展 ，需要尽快改革天然气各类用户价格和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联供（DES／CCHP）发电上网价格机制 ：①按

照成本核算原则 、资源利用效率原则 、替代物的价格决定承受能力原则和市场开拓导向原则界定各类天然气下游市场用

户的气价 ；②百兆瓦级 DES／CCHP调峰机组峰段或平段上网电价应参照占全国总电量 ７５％ 的大工业峰段用电价格和

平段用电价格来制订 ，办法是确定一个协调电网与发电企业利益的关键参数（α） ，α由电监局和物价局测算定出 ，并根据

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调整（α＜ ０ ．１０元／kWh） 。还提出了以下建议 ：①尽快颁布枟天然气下游市场管理和税收规范枠 ，明确城

市燃气特许经营的范围只包括民用 、商用和小型工业用燃气 ，按照不同下游用户的供气成本 、承受能力和市场拓展要求

制订不同的税率 ；②给 DES／CCHP和民用燃气免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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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是中国向低碳能源转型的历史性转折

点 。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年 ，中国低碳能源战略的关键是推进

天然气替代煤的进程 ，但这绝不是简单的燃料替换 ，而

是担负起大幅度提高能效 、减排二氧化碳 、保证经济发

展的燃料供应 、协助电网调峰和保障供电可靠性这 ５

项任务 。完成上述任务的关键是天然气利用技术和机

制的集成创新 。技术创新主要是在工业和建筑物燃料

利用领域采用协同电网调峰的分布式冷热电联供

（DES／CCHP ）和天然气直接用于发动机燃料

（LNGV ／CNGV）技术 ；机制创新主要是计划机制转向

市场机制 ，首先就是天然气定价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

机制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前提［１］
。

　 　国外许多国家在逐渐升高的天然气价格压力下 ，

逐步把原有的能量转换系统改造为 DES／CCHP 。而

正开始普及使用天然气的中国 ，恰好处于“三高一低”

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化经济转型的历史时期 ，其当前贯

彻科学发展观的几项重要的中心工作为 ：节能减排 、走

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发展循环经济 、城镇化 、产业结

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 。这是发展 DES／CCHP和
LNGV／CNGV 的极好机遇 ，利用好这个机遇 ，中国就

有可能实现天然气高效利用的跨越式发展 ，同时完成

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

1 　本次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试点的重
大意义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

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宣布 ：将现行以计划经济的“成本

加成”为主的天然气定价方法改为“市场净回值”定价

方法 ；作为试点的广东 、广西两省区 ，其天然气最高门

站价分别为 ２ ７４０元／１０
３ m３ 和 ２ ５７０元／１０

３ m３
，以后

定期调整 。这是中国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的重大突

破 。有了这个突破 ，接下来随着其他各省（区）陆续照

此办理 ，以市场加宏观调控机制促进中国天然气全产

业链快速发展的大门就敞开了 。它所启动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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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①掌控门站天然气价格 ，既让采用传统技术低效使

用天然气的用户难以承受 ，又使采用新技术 、高效利用

天然气的用户有利可图 ，促进其快速发展 ，加速天然气

替代燃煤的进程 ；②在以资源税为调控手段的前提下 ，

放开国产气出厂价格 ，促进各类企业加速投入各类天

然气资源的开发 ；③能加速国产天然气产量的增长 ，用

以对冲较高价格的进口管输气和 LNG ，游刃有余地掌

控国内天然气市场价格不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左右和冲

击 ，以此增加中国在天然气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 ；④调

动国有大型油气企业有序开发国内外天然气资源的积

极性 ；⑤为天然气产业链中游 ———天然气主干管网运

营的市场化 、天然气上下游市场直接交易 、进一步让市

场机制促进中国天然气产业快速发展做好了铺垫 。所

以 ，此举实为以“四两拨千斤”之力 ，收“一箭多雕”之

功 ，意义非常重大［２‐３］
。

2 　改革下游各类天然气用户用气价格
和 DES／CCHP发电上网价格机制是拓
展天然气下游市场的关键

　 　有了这个突破 ，接下来最需要做的 ，就是改革下游

各类天然气用户的用气价格和 DES／CCHP发电上网
的价格机制 。由于历史的原因 ，目前下游各类天然气

用户的用气价有一定倒挂 ，极大地妨碍了天然气市场

的扩展 。例如 ，广东省许多城市民用气价约为 ３ ．５元／

m３
，但工业用气价却为 ４ ．５ ～ ４ ．８元／m３

。发电用天然

气价格也高低不等 ，极大地制约了天然气下游市场的

拓展 。未来有可能占天然气下游市场六七成的 DES／
CCHP项目从规划 、建设到投产约需 ２年 ，如果不能在

现在项目开始规划时理顺天然气价格 ，那么到 ２０１４年

初 ，每年数百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到达广东时 ，将不得不

沿用传统技术低效利用这些天然气［２］
。

　 　制约 DES／CCHP项目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
天然气发电的上网价格 。目前气电上网都靠地方政府

的补贴 ，这不是长久之计 。在目前中国电力体制改革

举步维艰的局面之下 ，DES／CCHP协同电网调峰以换

取较高的上网电价 ，是唯一可行的突破障碍 、合作共赢

之路 。

3 　天然气下游市场用户构成及消费结
构分析

　 　纵览世界天然气下游市场用户分布 ，结合中国国

情 ，从现在到 ２０３０年的历史时期内 ，中国天然气主要

用于发电 、民用燃气 、工业燃料 、建筑物燃料 、运输燃料

和工业原料［４］
。 ２００２ 年世界各国天然气消费结构情

况如表 １所示［５］
。

　 　用作工业燃料和建筑物燃料（通过加热炉和锅炉

供热 ，包括物料加热 、蒸汽和热水等）占世界天然气消

费的第一位 。环境的压力促使发达国家在 ２０ 世纪就

完成了城市工商业燃料从煤 、油向天然气的转换 ，并在

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大力发展 DES／CCHP 。因

为联产 、规模化的高能效以及就地直供的原因 ，DES／
CCHP的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一次能源利用效率最高

可超过 ８０％ ，大大增强了天然气下游用户对天然气价

格的承受能力 。美国 ２０１０ 年 DES／CCHP 的发电装
机容量达 ９２ GW ，占总用电量的 １４％ ，其计划 ２０２０年

DES／CCHP的发电装机容量达到总用电量的 ２９％ 。

英国到 ２０１０ 年 DES／CCHP 的发电装机容量增加 １

倍 ，达 １０ GW ，并已经宣布禁止新建利用天然气单纯

发电的大型项目［４］
。中国 ２０１０年消耗的工业燃料和

建筑物燃料约 ６ ．１ × １０
８ t ，其构成大致为煤 ∶ 天然气

＝ ８ ∶ ２ ，这是中国能源利用效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的主要原因之一 。

　 　 发电是天然气第二大下游市场 。 ２０ 世纪天然气

价格低廉时部分发达国家天然气发电占电网基荷的相

当比重 ，而在石油价格推高天然气价格的今天 ，其天然

气发电多用于调峰和 DES／CCHP 。 目前美国 GE 公
司 ４００ MW 规模的 ９F 级燃气轮机几乎完全用于出
口 ，近来又开发了从几十到大于 １００ MW 专用于调峰
的航改型机组 ，如 ML１００ 、MS２５００ 、MS６０００ 等 。

随着世界能源向低碳能源转型 ，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

表 1 　 2002年世界部分国家天然气消费结构表

国家
天然气消费占比

发电 工业燃料 建筑物燃料 民用燃气 工业原料 运输燃料

美国 ３５ 滗．６８％ ２３ A．７０％ １３ �．３８％ ２１ 创．２９％ ２ (．９９％ ２ 吵．９６％

加拿大 ２９ 滗．１０％ ２５ A．７４％ １５ �．９１％ １８ 创．７４％ ４ (．３１％ ６ 吵．２０％

德国 ２１ 滗．８０％ ２５ A．９７％ １４ �．７３％ ３４ 创．５０％ ３ (．００％ －

法国 １０ 滗．０６％ ３５ A．４２％ ０ �．８５％ ４８ 创．１０％ ５ (．５０％ ０ 吵．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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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发电及核电在电能中的占比越来越高 ，电网调峰

需求量越来越大 ，对天然气发电调峰的需求量也日益

增加 。中国 ２００９年发电用天然气仅为 １２８ × １０
８ m３

，

占总耗气量的 １４ ．３％ ，却只占总发电量的 １ ．６％ 。

　 　城市燃气主要用于商业 、民用炊事 、供热水等 ，发

达国家民用气还用于住宅供暖 ，是天然气下游第 ３大

市场 ，但总量有限 。 ２００９ 年中国“生活消费用气”为

１７８ × １０
８ m３

，在天然气消费中的占比为 ２０％ ，若 ２０２０

年天然气消费普及率达 ６０％ ，８ ．３亿人用气 ，按人均用

气 ８０ m３
／a计 ，年消耗天然气量为 ７００ × １０

８ m３
，也不

过占天然气消耗总量（４ ０００ × １０
８ m３

）的 １７％
［５］

。

　 　中国 ２００９年消费石油 ３ × １０
８ t ，其中 ２ × １０

８ t 为
汽柴油（柴油 １ ．３２ × １０

８ t ，汽油 ０ ．６８ × １０
８ t） ，７０％ 以

上作为发动机燃料用于各类运输业［６］
。另一方面 ，中

国 ２００９年用作运输燃料的天然气已达 ９１ × １０
８ m３

，占

天然气消耗总量的 １０％
［５］

。由于 LNG／CNG 与汽柴
油相比价格低廉 、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大幅

减少 ，所以近年来其消费量增长极快 ，预计 ２０２０ 年其

消费量可达 ６００ × １０
８ m３

，占天然气消费总量的 １５％ ，

可替代数千万吨的汽柴油 ，减少上亿吨的石油进口 ，大

大改善能源战略安全和大气环境质量 。 LNGV／

CNGV 产业链是 LNG／CNG 运输 、制造 、供应 ３ 个价

值链的集成 ，中国具备各方面的条件 ，将成为世界最大

的 LNGV／CNGV 市场和相关设备的制造基地 。

　 　因为用作化工原料的性价比不如石油和煤 ，世界

天然气用于工业原料的比率很小 。中国则因长期以来

天然气多在四川 、新疆等产地就地消费 ，其用作化工原

料的比率较大 。 ２０００ 年中国天然气用作化工原料的

比率为 ４０％ ，２００９ 年其比率则降为 ２０％ 。 随着今后

用气总量的快速增长 ，该比率还会迅速降低 。 中国

２００９年天然气消费结构和 ２０２０年天然气消费结构预

测情况对比见表 ２ 。

表 2 　中国 2009 、2020年天然气消费结构预测情况对比表

年份
天然气消费占比

发电 工业燃料 建筑物燃料 民用燃气 工业原料 运输燃料

２００９ X２０％ ２３％ ７％ ２０％ ２０％ １０％

２０２０ X２５％ ２５％ １０％ ２０％ ５％ １５％

4 　天然气下游市场用户定价原则
　 　 ２００７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枟天然气利用政策枠只

区分了优先 、允许 、限制 、禁止使用天然气的 ４类政策 ，

但没有落实相关的价格机制 ，因而实际上难以保证实

施 。本文参考文献［２］按照市场机制对天然气下游市

场各终端用户的用气价格提出了 ４个定价原则 ：

　 　 １）成本核算原则 （供气设施投资成本高 ，气价

也高） 。

　 　 ２）资源利用效率原则（高效用气户价格优惠 —社

会效益原则） 。

　 　 ３）替代物的价格决定承受能力原则（LPG 、柴油等

被替代物的价格高 ，天然气用户的价格承受能力

就高） 。

　 　 ４）市场开拓导向原则（对大规模开拓市场的用气

大户实行薄利多销政策） 。

　 　按照这些原则 ，主要替代 LPG 、汽油 、柴油和炼油

厂轻烃副产物的民用燃气 、车用燃料 、炼厂制氢原料 ，

可以参照替代物的市场价格而取较高的价格 ；调峰用

的联合循环发电 、工业和城市建筑物的冷热电联供

DES／CCHP用气 ，应在参照动力煤价格和分析测算天

然气 DES／CCHP 调峰电站取得的上网电价的前提
下 ，尽可能给予较低的优惠价格 。这与枟天然气利用政

策枠中优先 、允许 、限制等政策导向一致 ，但更有调控

力 。实际上 ，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 ，天然气下游终

端用户全年平均气价的比率关系也是如此 。 ２００８ 年

美国天然气的井口价为 ２８５美元／１０
４ m３

，城市门站价

为 ３２４美元／１０
４ m３

，发电用户的用气价为 ３３３ 美元／

１０
４ m３

，与城市门站价的比率为 １ ．０３ ；工业用户的用气

价为 ３４０美元／１０
４ m３

，与城市门站价的比率为 １ ．０５ ；

商业用户的用气价为 ４２３美元／１０
４ m３

，与城市门站价

的比率为 １ ．３１ ；居民用户的用气价为 ４８３ 美元／１０
４

m３
，与城市门站价的比率为 １ ．５０ 。

5 　下游供气企业和市场的规范管理
5 ．1 　规范城市燃气特许经营的范围
　 　近 １０年来 ，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 、新奥燃气公

司 、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以及原来的各城市燃气公司等纷纷与各地政府签订了

城市燃气特许经营协议 ，划分了各自的“地盘” ，并取得

了政府财政给予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 ，建设了城市中 、

低压供气管网 。 在天然气全国主干管网尚未充分形

成 、天然气供不应求的格局下 ，它们采取各种措施向用

户供气 ，起到了保障燃气供应的历史作用 。但在天然

气供应充分 、各类天然气市场下游用户用气规模越来

越大的格局下 ，就有可能出现获得城市燃气特许经营

权的企业力求垄断包括发电和工业燃料等全部天然气

下游市场的情况 。因此 ，需要严格界定城市燃气特许

经营的范围 ：①城市燃气特许经营的范围仅限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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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 、商用和小型工业燃气用户 ；②天然气用于发电 、

工业 、建筑物（DES／CCHP）及工业原料 ，不属于城市

燃气特许经营范畴 ，上述天然气用户可通过天然气管

网直接与上游天然气供应商洽谈交易 ；③ LNGV／

CNGV 也不属于城市燃气特许经营范围 ，不得强迫加

气站购买城市管网低压气制取 LNGV ／CNGV 燃料 ；

④在此之前城市燃气特许经营公司已经占据的上述不

属于城市燃气特许经营范围的用户市场 ，应按规定退

出或重新竞标 。

5 ．2 　规范省级天然气管网的运营机制
　 　中国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 ，从 １０年前开

始建设“西气东输”一线工程到现在 ，天然气干线管网

总长仅 ４ × １０
４ km 。而天然气耗量 ６ ０００ × １０

８ m３
／a

的美国 ，经过 ６０年的建设 ，天然气管网总长已达 ４０ ×

１０
４ km 。到 ２０２０年中国天然气总耗量超过 ４ ０００ ×

１０
８ m３

／a时 ，中国的天然气干线管网总长也难以达到

２０ × １０
４ km 。目前已有部分省份组建了省天然气管网

公司 ，调集各方资金建设省内天然气管网以解决输气

环节制约下游天然气市场拓展的瓶颈问题 ，这是好的 。

但若以盈利为目的 、采取“统买统卖”的模式 ，形成国

网 —省网 —市网三级管理的天然气交易平台 ，就将导

致天然气管网的重复建设 、多重管理 ，增加天然气产业

中游环节的成本 ，甚至人为抬高终端气价 ，违反本次天

然气价格机制改革原本要达到的促进下游天然气市场

拓展的初衷 ，不利于下游天然气市场的发育 。

　 　在健全的市场机制下 ，全国应建立一个统一的国

家天然气管网 。城市燃气公司与其他几类天然气大用

户一样 ，均可通过天然气管网与上游天然气公司直接

交易 ，消除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 。城市中 、低压天然气

管网不过是城市燃气公司向居民 、商业用户供气的末

端 。而省内天然气管网应当只是国家天然气管网在省

内的延伸 ，应当按照资源最优化 ，即管道投资最少 、输

气成本最低的原则 ，全省统一规划 、分段建设 。在目前

国家天然气管网尚未形成之时 ，连接各大油气公司天

然气干线管网与天然气城市门站 、大型天然气 DES／
CCHP调峰电站 、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大型企业这 ３类

用户的支线 ，既可以由大型油气公司投资建设 ，也可由

用气企业或各省天然气管网公司投资建设 。按照“稳

定回报的微利项目”原则 ，限定其寿命期内的投资收益

率小于 ８％ ，由此计算支线的运输 、管理费用（PT ）为 ：

PT ＝ β（PTP ＋ PTE ） （１）

式中 PTP为投资折旧费 ；PTE为天然气管输能耗费和管
理费 ；β为税率 。

　 　一般从天然气主干网门站到各个终端用气大户的

距离不会超过 ４００ km（对于广东省来说 ，这个距离还

要小 ，因为 ３大油气公司和进口 LNG 在广东省的门
站分别处于省内不同的地方） 。 ２０１０年之前国家发改

委规定 ３５１ ～ ４００ km距离内的天然气管输费为 ０ ．０７４

元／m３
，２０１０年涨价后为 ０ ．１５４ 元／m３

，这个价格是包

括了全部折旧 、能耗 、税金和利润的实收价格［７］
。 因

此 ，省内天然气管网支线的平均天然气管输费用应不

超过 ０ ．１００元／m３
，则上述 ３ 类天然气用户实付气价

（PU ）应为 ：

PU ＝ PG ＋ PT ＝ PG ＋ β（PTP ＋ PTE ） （２）

式中 PG 为省天然气基准门站价 。省级天然气管网公

司应是对省天然气支线管网的建设和管理进行统一规

划的机构组织 ，而决不应当成为以赢利为目的的一级

天然气交易平台 。

　 　对于城市燃气公司的民用和商业终端客户来说 ，

还需要增加城市中 、低压配气管网的投资和管理费用

（PT２ ） 。 PT２的收益率原则与 PT 的收益率原则相同 。

广东省正在按投资收益率原则来规范城市燃气的

PT２ ，上海已经实行了按不同用户区分气价的办法 。目

前最紧迫的是规范省级天然气支网气价（PT ） 。
5 ．3 　规范政府的税收调控原则
　 　政府的调控作用主要就是按照上述第 ４ 节的原

则 ，对不同天然气终端用户征收不同税率的税金 。因

此 ，在现阶段给出如下建议 ：①将来有可能占市场容量

六七成的 DES／CCHP调峰发电且同时向工商业供冷
（热）汽的用户需在较低气价支持下才能快速发展 ，民

用燃气涉及 CPI 水平的控制 ，此两项暂可免税（β为

０） ，以期尽快拓展市场 、减轻居民负担 ；②城市民 、商用

燃气用户以及采用传统低效小锅炉的工业天然气用

户 ，其供气设施产业链较长 ，须投入较多的沉没资本和

较多的经营人员 ，（PTP ＋ PTE ）较高 ，除上述民用燃气

用户可暂免税外 ，其余的可以实行有区别的税率 ；③对

于 LNGV／CNGV 行业来说 ，中国的 LNG 车 、船在进

口 LNG接收站建设之前就有一定的使用量 ，目前该

市场已经充分发育 ，LNGV ／CNGV 的燃料供应链也
逐步市场化 ，其价格已经随汽柴油价格变化而自动调

整 ，故其税率可根据供应链的实际成本与汽柴油的价

差来确定 。

5 ．4 　建议国家发改委尽快颁布枟天然气下游市场管理

和税收规范枠

　 　国家发改委宜尽快制定和颁布包括上述 ３项内容

的枟天然气下游市场管理和税收规范枠 ，以借鉴美国天

然气市场发育的经验和教训 ，充分落实上述第 ４节的

“下游用户气价确定原则” 。这是在天然气定价机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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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破冰”之后最重要的举措 ，特别是在目前各省刚刚

开始组建省级天然气管网公司之际 ，明确省级天然气

管网公司的职能是关键 。

6 　改革天然气 DES／CCHP调峰发电上
网价格机制

　 　随着能源向低碳转型 ，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在

电力系统中所占比重将有可能越来越高 ，季节 、昼夜调

峰等问题将越来越引起重视 。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中国核电

和风电装机占比分别将增大到 ８％ 、１３ ．２％ ，使昼夜调

峰和长距离“西电东送”压力日益增大 。而最适宜调峰

的天然气发电按规划到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分别只占４ ．５％ 、

６ ．６％ ，这显然不够 。经测算 ，如果“十二五”各新区普

遍采用 DES／CCHP ，则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天然气发电占比

分别可达８ ．４％ 、１４ ．４％ ，基本上可以解决电网昼夜调

峰问题 ，并可节省大量抽水蓄能的建设投资成本［７］
。

　 　 上述区域型 DES／CCHP 大部分都可以按照 １６

h／d的模式运行（夜间停机时制冷改用电网的低价谷

电 ，１６ h／d生产的生活热水储存在够 １天用量的储罐

中 ，蒸汽同步供 １６ h／d运行的离散制造业用户） 。只

有 ２４ h／d连续生产的过程工业企业用蒸汽需要专设
机组供应 ，且大企业都有自备电站 。因此 ，只要能够理

顺生产关系的架构 ，天然气冷热电联供电站按 １６ h／d
运行兼做调峰电站 ，在技术上和工程上是完全可行的 ，

这也是基于当代中国特定国情的集成创新［８］
。

　 　百兆瓦级天然气 DES／CCHP 调峰机组峰段或平
段上网电价应参照占全国总电量 ７５％ 的大工业峰段

用电价格（Pp ）和平段用电价格（Pe ）来制订 。办法是

确定一个协调电网与发电企业利益的关键参数 α（α＜

０ ．１０ 元／kWh） ，令天然气 DES／CCHP 峰段和平段的
上网电价为（Pp － α）和（Pe － α） 。 α值由电监局和物价

局测算定出 ，并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调整 。按目前

广东省的情况测算 ，若 α为 ０ ．０７ 元／kWh 就能使
DES／CCHP项目经济上可行 ，同时电网公司可以节省

建设抽水蓄能电站和“西电东送”设施的数百亿元投资

和高价纯尖峰负荷电费 。

7 　结论
　 　 １）本次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意义重大 ，为促进中

国天然气产业快速发展开启了大门 。接下来最需要做

的 ，就是改革下游各类天然气用户的定价机制 ，按照成

本核算原则 、资源利用效率原则 、替代物的价格决定承

受能力的原则和市场开拓导向原则界定各类天然气下

游市场用户的气价 。

　 　 ２）各省内部连接大油气公司天然气干线管网与城

市门站 、大型天然气 DES／CCHP调峰电站 、以天然气

为原料的大型企业 ３类用户的支线 ，可由多方投资建

设 ，并逐步形成省内天然气管网 。支线输气费按公式

PT ＝ β（PTP ＋ PTE ）核算 ，一般应在 ０ ．１００元／m３ 以内 。

省级天然气管网公司应是省内天然气支线管网的规划

和管理机构 ，而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一级天然气交易

平台 。

　 　 ３）建议国家发改委尽快制定颁布枟天然气下游市

场管理和税收规范枠 ，明确城市燃气特许经营的范围只

包括民用 、商用和小型工业用燃气 ，按照不同下游用户

的供气成本 、承受能力和市场拓展要求制订不同的税

率 。 “十二五”期间当务之急是拓展天然气下游市场和

控制 CPI ，建议给 DES／CCHP和民用燃气免税 。

　 　 ４）改革 DES／CCHP调峰发电上网价格机制 。大

部分 DES／CCHP 都是按照 １６ h／d的模式规划 、建设

和运行的 ，夜间停机 ，峰段和平段的上网电价（Pp － α）

和（Pe － α）参照占全国总电量 ７５％ 的大工业峰段和平

段的用电价格 Pp 和 Pe 来制订 。 α值由电监局和物价

局测算确定 ，并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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