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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省发改委发布《关于放开液化天然
气（LNG）销售价格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1〕868
号）》（下称《通知》）称，近年来，山东省 LNG 消费量
快速增长，城燃企业 LNG 销售占比大幅上升，对政
府管理的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影响越来越大。 为优
化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管理，决定放开城镇燃气销
售端 LNG 销售价格。

今年以来，全球天然气紧缺，价格持续高涨，我
国进口 LNG 到岸价格和 LNG 工厂出厂价格也持
续攀升。 在此背景下，城燃企业气源采购成本也相
应升高，但由于终端管道天然气价格仍受门站价限
制，导致城燃企业压力较大。 在业内人士看来，山东
省此次出台的政策，或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城燃企业
“解压”。

合同外 LNG“高进高出”

《通知》指出，城镇燃气企业合同（上下游企业
签订的年或季度天然气购销协议） 外购进的 LNG
从综合购进价中剥离，实行“购进价+配气价”销售，
高进高出、低进低出，不再计入城镇燃气企业天然
气综合购进价，实行上下游价格联动。

与此同时，《通知》强调，实行“高进高出”政策
销售的 LNG，仅限于上下游燃气企业年（季）度购销
合同外购进的 LNG， 城燃企业由市场采购的 LNG
不得随意扩大范围，以防止上下游燃气企业不认真
签订和履行合同，任意采购高价气，向用户转嫁市
场矛盾的行为。

“城镇燃气企业要严格按照 LNG 购进量组织
顺价销售，购销数量必须相符，并每月或每季报当
地价格主管部门校核， 凡销售量大于购进量的，所
得利益须在当季向相关用户返还， 凡当季未返还
的，按乱涨价进行查处。 ”山东省发改委在《通知》中
强调。

另外，实行“高进高出”政策的 LNG，应由城镇
燃气企业与终端用户签订协议，按协议量组织 LNG
购销。 实行季清月结，原则上不允许跨季销售，因特
殊原因当季销售不完需跨季销售的，应按本季市场

LNG 采购价格进行疏导，严禁以“高进高出”政策为
借口强买强卖。

不过， 针对 LNG用于补充居民用气的情况，《通
知》也做了特别说明，要求进入天然气销售旺季合同外
购进的 LNG，用于补足居民用气的，不得实行“高进高
出”政策，仍需按政府明确的居民销售价格销售。

“各市要加大天然气购销价格监管。在用好合同外
LNG价格疏导政策的同时， 重点抓好民生用气价格
监管，灵活运用价格联动政策，确保采暖季天然气市
场销售价格基本平稳。 ”山东省发改委表示。

城燃企业购气成本难疏导

今年以来，国际气价持续走高，天然气价格上
涨了 5—6 倍，我国天然气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

据了解， 目前欧洲天然气价格折合成油价已达
200美元/桶， 而同期的原油价格只略高于 80 美元/
桶。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10 月 24
日，中国 LNG 综合进口到岸价格指数为 165.36，较
今年 4 月时最低的 78.05，翻了一番；10 月 27 日，中
国 LNG 出厂价格指数为 7063 元/吨， 相较于 4 月
约 3300 元/吨的价格，上涨了 114%。

在此背景下， 城燃企业的购气成本大幅增加，
而受限于目前我国天然气价格疏导机制不顺畅等
原因，一些地方出现了明显的价格倒挂现象，城燃
企业压力较大。

在近日举办的 2021 年中国燃气发展论坛上，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执行理事长李雅兰表示：“目前
国内天然气价格疏导不畅，给企业正常经营造成严
重影响。 一方面，国际气价暴涨传导至国内，今年上
游供气企业给城燃企业的合同内气价涨幅明显高
于往年。另一方面，价格倒挂现象严重。很多地区顺
价机制不健全，或是虽有机制但落实困难。 气价上
涨带来的成本负担只能由供气企业自己承担，很多
中小企业、甚至是一些大企业都不堪重负，造成一
定的经营困难。 ”

山东也不例外。 卓创资讯分析师陈昭娟指出，
近年来，山东省 LNG 消费量快速增长，占全国 LNG

消费总量的比例为 6%左右，随着省内气化率水平的
不断提升， 城镇燃气企业 LNG 销售占比将进一步
上升。

据卓创资讯统计， 冬季山东省城燃企业采购
LNG 资源量平均约占该省 LNG 总消费量的 30%。
然而这部分 LNG 的高昂成本却不能顺导至终端
用户，给不少中小型城镇燃气企业冬季保供带来巨
大压力。

政策落实难度较大

事实上，在“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市场化改革
大背景下，我国天然气价格机制已经历了多次改革。

2013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调整天然气价
格的通知》， 将此前的由国家分别制定天然气出厂
价和管输价格， 调整为国家直接指定门站价格，并
实行最高上限价格管理，由供需双方在规定的最高
上限价格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2015 年 11 月， 国家发改委发文规定一年以后
将非居民用气价格由最高门站价格改为 “基准价+
浮动幅度”管理方式，以便提高天然气价格的市场
化程度。

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
站价格的通知》规定，自 2018年 6月 10日起，将居民
用气由最高门站价格管理改为基准价管理， 价格水
平与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水平相衔接。

截至目前，我国包括国产陆上天然气和 2014 年
底前投产的进口管道，采取基准价的门站管理办法，
上浮幅度最高不超过 20%。 也就是说，目前大多数城
燃管道气终端销售价格需要受门站价限制。

“山东省可能是基于城燃企业目前面临的经营
压力，出台了这个政策。但是，这个政策的限制规定
过多，比如，《通知》要求必须是外购的合同外 LNG
才允许放开终端销售价格，且需按与终端用户的协
议量组织 LNG 购销。 但 LNG 一旦补充到管道气
里，很难区分哪些是 LNG 补充过来的，哪些是管道
气过来的，并且很难细化到区分每个用户。 个人认为
执行起来难度较大。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说。

今今冬冬天天然然气气够够用用吗吗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渠渠沛沛然然

“预计今冬明春天然气市场需求仍
将保持较快增长， 但供应总体可以满足
需求。 综合天然气消费季节性规律、降碳
政策及冬奥会召开等因素， 正常气温条
件下今冬明春全国天然气需求为 1800

亿立方米左右，增幅为 10%；如遇极寒天
气，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在日前召开的
2021 年重庆油气论坛冬季峰会上， 多位
业内专家就今冬明春天然气供需形势进
行了预测和研判。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田
磊指出，今年，国内天然气消费量将
达 3650 亿-3700 亿立方米， 增速约
为 9%-10%，处于中高速增长的合理
区间。城镇燃气增量主要来自居民采
暖，预计全年将新增用气 100 亿-120
亿立方米，工业用气增量主要来自陶
瓷、玻璃等重点行业。

受国内经济稳定复苏、大宗商品
价格持续高位及碳达峰、碳中和政策
影响， 各行业用气需求均大幅增长。
较为特殊的是，今年煤炭、电力供应
偏紧，供暖、气电、化肥等领域的燃气
需求超过往年。

分行业来看，城市燃气、气电需求

增量约占今年天然气总增量的 90%。
城市燃 气 前 三 季 度 同 比 增 速 达
13.9%；发电方面，受煤炭产量阶段性
降低、煤电负荷下降影响，大量气电补
充供电缺口， 由调峰用气转向常态用
气，前三季度用气量同比增速达 22%。

“总体来看，今冬天然气资源总
体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达到供需平
衡。 但受各种因素影响，局部时段
和局部区域或会出现用气紧张。 ”
中石油天然气销售分公司副处长
李伟表示。

李伟指出， 重点时段和高峰日
保供难度加大。 “在冬季用气高峰
日， 季节峰谷比基本维持在 1.6 以

上，近年来逐步走高，2020 年增加到
1.75，预计今冬可能增至 1.85，峰谷
差值增至 2.9 亿立方米。用气量高月
高日保供压力日趋严峻。 ”

田磊表示，各气源供应企业已提
前着手增产增供。 “上游企业积极挖
掘潜力增加产量， 落实管道气进口
和 LNG 采购。 据悉，目前已经落实
供暖季保供天然气 1774 亿立方米，
同时， 相关部门还在组织企业进一
步挖掘增产增供潜力。 ”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目前，供暖
季全国已形成储气量 270 亿立方米
以上，各大地下储气库已基本完成注
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增强。

为迎接今年冬供“大考”，各供气
和城燃企业多措并举，齐力保供。 生
产企业大力推进国产气增储上产、多
方位进口 LNG， 提前锁定冬季保供
资源；入冬前将 LNG 罐存升至高位、
完成储气库注气任务，全力落实“应
储尽储”要求。 销售企业及时编制非
居民可中断用户清单等预案，有序开
展“压非保民”工作，制定分级压减预
案，确保居民生活、供暖等民生用气
需要。 此外，各企业之间加强互联互
通和协调运作， 在国际 LNG 现货到
岸价格高企的严峻形势下，携手保证
社会用气平稳。

作为保供主力军，“三桶油”也严

阵以待，提早“备粮”。
其中，中石油已筹集天然气资源

1062 亿立方米，同比增幅达 8.4%，作
为“压舱石”的国产气增幅达 3.3%，
进口管道气、进口 LNG、储气库采气
量等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增幅分别
达 8.2%、24.8%和 10.6%。

“我们将细化应急预案， 全力
保障民生用气底线 ， 做到有保有
压 、压而不乱 ，切实保障民生 ，做
到重点地区和重 点 用 户 稳 定 供
应。 ”李伟说。

中石化则计划向市场供应天然
气 270 亿立方米，储气库已形成工作
气量 17.9 亿立方米， 较去冬今春实

际净采气量增加 5.5 亿立方米。
中海油已落实采暖季天然气

268 亿立方米。 目前，4 座 LNG 接收
站已形成储气能力 19 亿立方米 ，
LNG 储罐均处于高位运行， 同时租
用第三方储气库 6000 万立方米，并
已完成整体注气。

多位与会代表均表示， 在统筹
气源、保障供应的同时，今冬明春最
重要的是坚持以供定销， 以供定用
的原则。 要严格按照签订合同保障
供气，规范合同约束，有序开发新市
场，把控市场开发节奏，避免新项目
集中投产和超合同供应量， 控制新
市场开发规模。

近年来，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成效
显著， 天然气供应量和消费量均增长明显，
但天然气价格波动频繁也给稳定供应带来
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多位业内人士一致认
为，行业要从气源保障、合同落实、管网优
化、民生优先、互联互通等方面补齐短板，积
极以市场化方式配置资源，利用交易中心开
展合同内外气量交易，“把能源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里”。

北京世创能源咨询首席研究员杨建红
指出，天然气不仅需要供应安全，还需要价
格安全，应推进非居民用气价格市场化，进
一步完善居民用气定价机制， 促进天然气
市场高质量发展。 同时，加强油气管道运输
成本和价格监管， 按照准许成本合理收益

原则，科学制定油气管道运输价格。 依法合
规加快油气交易平台建设， 鼓励符合资质
的市场主体参与交易， 通过市场竞争形成
价格。 “要尽快形成成熟的市场化定价机
制，逐步解决进口气价格倒挂问题。 同时，
加大改革力度，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终端用
气成本。 ”

“无论如何，一定要做好需求侧管理，并
管控好进口气源， 加强价格预测和预警，促
进天然气安全平稳供应。 ”杨建红说。

多位专家指出，未来，还需从能源行业
战略全局统筹， 摸清上中下游供气缺口，并
加大电力、煤炭市场以及各能源品种之间的
竞争合作和统筹规划，将其作为“常态化”的
关注问题，以保证天然气平稳供应。

企业“开足马力”落实气源 市场化定价机制亟待完善

西气东输一线
延安支线正式开建

本报讯 10 月27 日， 西气东输一线延安支线工
程项目启动暨线路开工仪式举行， 标志着西气东输
一线延安支线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西气东输一线延安支线工程是延安市“十四五”
规划重点项目和 2021 年重点工程，该支线起点位于
延川县永坪镇，途经延川县永坪镇、宝塔区蟠龙镇和
青化砭镇，止于新建的延安分输清管站。 管线设计输
量 10 亿标准立方米/年，线路全长约 52.893 公里，设
计压力 6.3 兆帕，沿线设置 2 座阀室、2 座分输站。 工
程沿线铁路穿越 2 次，高速公路穿越 2 次，中型河流
施工 1 处，斜井定向钻穿越 6 处。

该项目计划于 2022 年 9 月完工，建成后将在
国家骨干管网和延安市现有管道之间搭建起一座
桥梁， 打通延安市与上游多主体资源方的连接渠
道，实现延安市及管道沿线地区气源的多元化，进
一步增强供气稳定性和安全性， 为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强的能源保障。 （刘彦）

塔里木油田加快
南疆天然气管网工程建设

本报讯 日前，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发布消息称，
南疆利民管网天然气增压输送二期工程三岔压气
站于今年 9 月 18 日正式动工建设， 目前正在开展
地面土建工程和地面工艺管线预制等工作，预计到
11 月底将建成投产。 该工程投产后，将有效缓解南
疆冬季用气紧张局面。

南疆利民管网天然气增压输送工程分为一期工
程喀什压气站和二期工程三岔压气站。 其中，喀什压
气站已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投产，去年日最高增压
外输气 120 万立方米。

“往年， 南疆四地州冬季日供气缺口约 150 万立
方米。 南疆利民管网天然气增压输送工程一期和二
期总共设计日增压输气能力 760 万立方米，实际上，
今冬明春只需日增压输气近 200 万立方米， 即可满
足南疆四地州冬季民生用气需求。 ”塔里木油田公司
油气田产能建设事业部塔中项目经理部副主任徐文
超说。

南疆利民管网天然气增压输送工程全部建成
投用后， 在夏季可将南疆利民管网西部的和田河、
柯克亚、阿克莫木气田的剩余产能增压输送至管网
东部的阿克苏市和阿拉尔市及周边用户；在冬季将
博孜、大北等管网东部的天然气通过增压向管网西
部的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增压输送，有效缓解南疆
利民管网沿线用户，尤其是和田地区冬季用气供应
不足问题。 （于江艳）

在 LNG价格持续走高、城燃企业经营普遍承压的背景下———

山东放开 LNG终端售价前景难判
■■本报记者 李玲

今冬明春天然气供需基本平衡

预计正常气温条件下，今冬明春全国天然气需求为
1800 亿立方米左右

1774 亿立方米

1800 亿立方米

目前已落实供暖季保供天然气 1774 亿立方米

山东发文明确放开城镇燃气终端 LNG 销售价格，对合同外购进的 LNG，除补充居民用的，实行“高进高出”，意在缓解城燃企业因购

气成本上涨带来的巨大压力，进一步推动气价市场化。 但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政策限制条件过多，或因操作难度过大而影响最终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