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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省发改委针对天然气储气
调峰设施建设进度缓慢一事， 对西安、咸
阳、铜川、渭南等 6 市及相关企业进行约
谈，引发行业关注。

据陕西省发改委披露， 对比规划目
标，目前陕西全省天然气储气调峰设施建
设进度低于 10%的项目有 6 个，相关政府
部门和陕西燃气集团有关人员就各自项
目进展、项目建设滞后存在的问题和下一
步工作措施进行了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 加强天然气储气设
施建设近年来一直被视为保障我国能
源安全的重要工作， 特别是在 2017 年
冬季“气荒”发生后，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于 2018 年 4 月印发 《加快储气
设施建设和完善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
场机制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
到 2020 年， 供气企业需拥有不低于其
合同年销售量 10%的储气能力；城镇燃
气企业要形成不低于其年用气量 5%的
储气能力，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至少
形成不低于保障本行政区域日均 3 天
需求量的储气能力。

但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 截至目前，
2020 年仅剩 3 个多月时间， 供气企业、城
燃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的储气设施建设任
务完成进度却多在 10%—50%不等， 与规
划目标相去甚远。

任务完成率普遍较低

根据国家发改委要求，储气指标的核
定范围包括三部分：一是地下储气库（含
枯竭油气藏、含水层、盐穴等）工作气量；
二是沿海 LNG 接收站（或调峰站、储配站
等，以下统称 LNG 接收站）储罐罐容；三
是陆上（含内河等）具备一定规模，可为下

游输配管网、终端气化站等调峰的 LNG、
CNG 储罐罐容等。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地下
储气库 27 座，其中，中石油 23 座、中石化
3 座、港华燃气 1 座，年调峰能力 130 亿立
方米； 已投入运营 LNG 接收站共 22 座，
合计实际接收能力超过 9000 万吨/年。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目前已形成的储
气能力远远达不到国家发改委的要求。

“按照国家发改委设定的目标，目前
任务大概完成了不到一半，各主体建设进
度在 10%—50%不等， 与规划目标相比还
有很大的差距，2020 年底肯定是完不成任
务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
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告诉记者。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
新松也表示：“目前我国储气能力建设情
况不太乐观， 面对即将到来的时间节点，
许多主体还在观望，基本处于完不成任务
的状态。 ”

以重庆市为例，重庆市经信委曾公开

表示，到 2020 年，预计全市天然气消费需
求约 130 亿立方米，其中城镇燃气企业供
应 63 亿立方米。 按照国家发改委要求的
标准计算， 重庆市政府应建立不低于 1.1
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城镇燃气企业应建
立不低于 3.15 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而根
据重庆市日前公布的数据，目前该市累计
形成政府储气能力约 8500 万立方米、城
镇燃气企业储气能力 650 万立方米，远低
于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其中城镇燃气企业
储气能力仅为目标值的 2%。

“我相信大部分大型城燃企业都很
难达标。 ”佛燃能源一位不愿具名人士
对记者直言，“我们公司天然气年销售
量在 20 亿立方米左右， 按 5%来计算，
需要配备 1 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 如果
使用 LNG 储罐，需要 16 万立方米容积
的储气规模，但目前我们的储气设施主
要是常规气化站内的一些小型 LNG 储
罐， 加起来一共也就只有几千立方米，
远远达不到要求。 ”

储气库投资热情不足

据了解，目前我国储气能力占天然气
总消费量的比例不足 6%， 而世界平均水
平在 12%—15%。 为推动完成既定的储气
设施建设目标，能源主管部门曾多次出台
激励政策。

2018年 7月，国家发改委发布《重点地
区应急储气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 （补
助）专项管理办法》，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各
省计划新开工或续建储气设施项目。 根据
财政部公开数据，2018—2019 年我国重点
地区天然气应急储气设施建设中央支出分
别为 10 亿元、20 亿元，2020 年的中央支出
预算为 20 亿元。 据记者了解，上述陕西省
被约谈的 6个项目， 均属于中央预算内投
资的储气调峰设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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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气设施建设缓慢”是天然气行
业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距离国家层面
制定的 2020 年储气设施建设目标任务
节点仅剩 3 个多月之际，各方完成率普
遍低于 50%的惨淡现实，还是让人倍感
意外。 要知道，该目标任务是针对 2017
年冬季的严重“气荒”而制定，在业内被
普遍认为是防止“气荒”再现、缓解“储
气设施匮乏” 局面的重大根本性举措，
各方对此已有高度共识。 如今目标落空
已成定局，背后的原因及其可能导致的
严重后果，都需要引起行业企业和相关
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储气设施能够调剂余缺， 是天然气
输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保障天
然气安全稳定供应的重要手段。 尤其是
近年来随着居民用气、交通燃料、化工、
发电等领域天然气消费量的快速增加，
稳定供气成为关系国计民生、 牵动社会
舆论的重大问题。在此背景下，储气设施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令人遗憾的是，我
国储气设施建设长期严重滞后， 已成为
天然气行业快速发展面临的主要 “短
板”。 例如，2012 年出台的《天然气发展
“十二五”规划》就曾大篇幅谈及此问题，
并制定了多项应对措施。此后，在一系列
激励政策的推动之下， 我国储气设施建
设一度取得明显进展， 储气库工作气量
占天然气总消费量的比重随之大幅提
升， 由 2010 年前后的 1.7%快速攀升至
当前的 6%左右。 但在数据跳涨的背后，
“建设进度滞后、发展后劲不足、投资积
极性不高”的严峻现实并未明显改观。

行业之所以出现如此窘况，核心原
因就在于“储气设施不赚钱”“亏本的买
卖没人做”。 对于动辄数十亿元投资的
储气设施项目来讲，如果没有稳定的现
金流收益，或者看不到收回投资的合理
预期，那么任何投资决策恐怕都难以作
出，企业的踌躇完全可以理解。 储气设

施建设不力的症结恰在于此：我国现有
的以行政定价为主要特征的管道天然
气价格形成机制，无法保证储气设施巨
额投资的收回。

具体来讲，当前储气库调峰气量一直
与管道气捆绑销售，其销售价格通常固定
不变且处于较低水平， 难以反映供需形
势的变化和天然气资源的真正价值。 储
气设施理想的投资收益机制， 是根据市
场变化“低买高卖”，通过差价收回建设
投资。换言之，现行的价格机制与符合基
本经济规律的储气设施发展模式之间，
存在难以调和的巨大冲突， 这直接导致
了储气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局面。 这也
意味着， 改革当前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
才是破除储气设施发展“瓶颈”的关键。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在能源领域，
不止储气设施存在上述“因人为设定销
售价格上限导致投资难以收回” 的问
题。 事实上，在电力行业，抽水蓄能电站

建设也在直面同样的境遇，并且问题严
重程度并不亚于储气设施；在化学储能
行业，上述问题也是掣肘行业发展的热
门话题。 一言以蔽之，病灶在于市场化
运营机制的缺失，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 在价格市场
化改革方面，能源领域近年来新政策密
集出台，效果可圈可点。 但在储气设施
建设等领域， 相关价格市场化改革政策
的落地成效并不理想，且在行业其他方
面改革不断取得实效的对比之下，价改
相对滞后这一“短板”愈发明显，其对行
业发展的消极影响也与日俱增。 在此背
景下， 能源主管部门需要主动作为，积
极破除固定价格的束缚、杜绝气价市场化
改革出现“只喊口号、不见实效”的“伪改
革”局面，唯如此，储气设施建设才能撕下
“赔本买卖”的标签，天然气行业高质量发
展才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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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气设施建设不力凸显气价改革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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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储气设施建设为何迟滞不前
■本报记者 李玲

当前我国储气能力占天然气总消费量的比例不足 6%，与 12%—15%
的世界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比。2017年冬季“气荒”发生后，国家层面制定
了 2020年储气设施建设目标。 如今距离目标时限仅剩 3个多月，但各责
任主体完成率突破 50%的少之又少，有的甚至低于 10%———

三问广东电力
现货市场

民企如何向
油气“瘦”区块要产量

建议各方携手施策，打造“供应与需求
双向安全体系”， 纾解 “能源安全传导压
力”，搭建全球能源安全保障合作机制。

虽然从短期来看，“811 电池”发展受到
电动汽车自燃事件影响而放缓，但从中长期
看，高镍电池发展趋势依旧明朗，提升能量
密度是动力电池技术发展的必经之路。

后疫情时代，
能源安全理念亟待更新

刚站上风口就跌入泥潭
811 电池市场前景成谜

青青岛岛董董家家口口经经济济区区 LLNNGG 接接收收站站。。 人人民民图图片片

在电力市场中，度电成本较高
的劣势被放大，出力稳定、清洁低
碳的优势却难以体现———

核电可适度有序参与
电力市场竞争

核电该如何应对
市场化交易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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