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規提升天然氣管網監管能力 

    《天然氣管道運輸價格管理辦法（試行）》和《天然氣管道運輸定價成本監

審辦法（試行）》的出臺，標誌著國內天然氣管道運輸價格向“管細管好管到位”

的精細化監管模式轉變，政府監管能力也必須隨之提高。同時，隨著管道建設的

大力發展，管道企業數量會進一步增加，也將極大增加監管量，需要建立起強大

的監管體系並完善監管辦法 

國家發展改革委日前印發了《天然氣管道運輸價格管理辦法（試行）》和《天然

氣管道運輸定價成本監審辦法（試行）》，為天然氣管網立下新規。兩個《辦法》

適應發展需要，奠定了天然氣產業鏈結構改革的基石。 

    自 2004年底，以西氣東輸一線全線正式商業運營為標誌，中國天然氣產業

鏈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截至目前，建成天然氣管道約 8.8萬公里，全國天然氣管

網格局初步形成。然而，儘管我國天然氣管道等基礎設施有了很大發展，但天然

氣管道不足仍是長期制約擴大天然氣利用的重要因素。從國際經驗看，天然氣產

業鏈向結構型發展是方向，其核心是通過結構改革，實現“網運分開”和天然氣

生產商、供應商的多主體。對我國來說，實現“網運分開”還需要一定的過渡期。

當前，要從實際問題入手，做好一些改革的事情。比如，將天然氣管輸價格從目

前門站價格捆綁為主中分離出來，並構建起科學、合理、透明的管輸價格及監管

體系。兩個《辦法》對此提供了制度供給，具有基礎性作用。其中，關於准許收

益率高於目前長期國債利率 3至 4個百分點的內容，有利於調動包括民營資本在

內的各方投資天然氣管道建設的積極性，對天然氣市場持續擴大非常重要。 

    要想讓兩個《辦法》真正發揮作用，採取有效措施提升監管能力是關鍵。兩



 

個《辦法》的出臺，標誌著國內天然氣管道運輸價格向“管細管好管到位”的精

細化監管模式轉變，政府監管能力也必須隨之提高。同時，隨著管道建設的大力

發展，管道企業數量會進一步增加，也將極大增加監管量，需要建立起強大的監

管體系並完善監管辦法。 

    具體來說，要優化監審辦法，如借助地方成本監審力量，採取交叉監審模式

進行成本監審；可以“錯峰監審”，對處於監管週期內，因管道投資、運輸成本

等發生重大變化需要提前進行價格校核的，提前申請並開展成本監審。要篩選協

力廠商對立機構，建立約束激勵機制，協助開展成本監審。要強化社會監督，不

斷完善細化資訊公開內容，監管企業落實資訊公開制度，主動公開成本等相關資

訊，形成全社會監督合力。要完善成本監審機構，增加人員力量，充實監管隊伍，

保證監審費用。 

    除此之外，兩個《辦法》也要在發展過程中繼續完善。兩個《辦法》的出臺，

率先實現了重要網路型自然壟斷領域價格監管辦法和成本監審辦法的全覆蓋，是

價格工作職能創新的重大突破，體現了政府定價由價格水準制定向監管制度供給

的重要轉變。以兩個《辦法》為樣板，省級天然氣管網甚至城市配氣管網也要建

立起相應制度，實現全國天然氣管網新規全覆蓋。 

    當然，天然氣管網的產權模式和運營模式，都還處於演變過程中。結合天然

氣產業鏈特點，還要通過天然氣管道運輸定價方法加以體現。比如，結合天然氣

市場發展，要求早日開展“兩部制”價格、熱值計價等實踐探索；研究管道運輸

價格形成是否可以引入市場機制等。 

 

 

 

（來源：卓創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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