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化是天然气大发展的关键 

“全球而言，天然气消费占比现在已接近 25%。在中国，虽然近年来天然气

消费有大幅增长，但占比仅有 7.8%，天然气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足的提升空

间。但前提是要有合适的市场条件，包括第三方准入、管道费率设定、监管方式、

价格形成机制等。这就需要参考世界各地的不同经验。”国际能源署(IEA)署长

比罗尔在日前于北京召开的《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国际经验要点及对中国的启

示》(下称《报告》)发布会上表示。 

《报告》指出，近年来，全球天然气生产和消费持续较快增长，根据 IEA

预测，这一快速增加的趋势将一直持续到 2040 年。在此背景下，新一轮全球天

然气市场化改革正在火热进行，越来越多的天然气交易开始采用市场化定价。其

中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备受关注。 

近几年，中国启动了天然气市场改革并取得了较大进展，包括：放松价格管

制、第三方公平准入以及正在进行的基础设施和销售业务分离等。《报告》审视

了世界成熟市场的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要点，从市场体系设计、推进第

三方公平准入、坚持市场为中心、开放上游市场、提升监管能力、加强过渡期管

理、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对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启示。“中国可以

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特别是参考已有的政策工具，克服在构建公平、

有效市场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报告》称。 

IEA 署长高级顾问杨雷特别强调了市场体系设计的重要性。“现在有很多关

于管网运行机制改革以及成立国家管网公司的讨论，我们意识到如果没有良好的

市场设计，单靠成立独立管网或者竞争环节和垄断环节的分离，也未必能实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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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设计的目标。如果没有良好的市场设计，没有规模化的交易，市场流动性达不

到要求。在上下游很有限的情况下，无法形成多对多的交易。所以，必须进行设

计和重构，使市场有足够的流动性，这样才能发挥作用。”杨雷直言。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邓郁松看来，对中国而言，重

要的是理顺监管所处的阶段和相应的市场结构。“要推进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固

然要进一步明确监管主体、监管范围、监管内容，但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解决

好整个销售和输送两种业务捆绑的问题，这是整个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重大突破

口。”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副总经理付少华指出，我国天然气行业与欧美相比

基础差距很大，“特别是欧洲在 1995—1997 年制定的管网法则，是所有交易的

基础，我国现在正处于这一阶段。国家管网公司成立以后，基本的管网法则出台

也就确定了市场架构。《报告》出台对一系列的市场架构设计有很大帮助。” 

国际天然气联盟(IGU)副主席李雅兰认为，中国天然气市场改革推进缓慢，

阻力在于“一是天然气供应是从民生角度引入的，而改革后将带来价格的提升；

二是管网分离中，中国还会受到地缘政治、能源安全影响，改革中要考虑的因素

较为复杂；三是天然气改革是上下游分段进行的，比如资源开发、长输管线方面

的改革由国家层面决定，而城市管网则由地方政府决定。现在下游的城市燃气企

业越来越分散，但上游依旧比较集中”。 

“改革应该是一个上中下游一体化的设计，不要分段进行，分段进行的结果

可能互相制约。比如上游没改革，而下游改革得特别分散之后，话语权是不平等

的，推动起来会比较费劲。”李雅兰建议，“同时，价格改革方面建议给出合理

的标杆价格。现在长输管线的价格是按照净资产收益率计算的，城市燃气价格是

按照有效资产收益率计算的，不能很好地体现燃气企业的运营管理水平，不利于

行业的良性发展。建议在这部分的价格改革上给分类、分级、区域性的引导性的

标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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