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阅读
目前，天然气定价机制仍不完善，在气价高涨的当下，工业用户和城燃

企业承受极大压力。 业内疾呼，要尽快实现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取消交
叉补贴，理顺价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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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然然气气定定价价机机制制还还需需再再捋捋捋捋
■■本报记者 渠沛然

石油央企合力保供 助力上海攻坚克“疫”
本报讯 记者李玲报道：当前，上海

疫情防控正处在关键时期， 各地增援力
量纷纷抵达，支援上海。 能源作为城市平
稳运行的必要条件， 保供工作出不得差
错。 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
化能源为代表的石油央企正全力以赴，
助力上海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据悉，中国石化旗下油品销售企业
在销售公司统一协调下，克服困难、多
措并举，在抓好员工防疫的同时，全力
保障成品油供应， 用实际行动践行中
央企业社会责任。 3 月 28 日，上海市以
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封控及核酸
筛查。 中国石化销售公司上海石油分
公司闻令而动，第一时间联系各方、协
调资源， 统一部署封控区域近 200 座
加油站的民生保障工作， 确保在严格
管控下油品不断供、商品不涨价、服务
不打烊， 为特殊车辆用油及民生物资

运输提供保障。
由于疫情地区部分员工隔离， 司押

人员不足， 油品保供产生一定压力。 对
此， 中国石化旗下销售企业与政府相关
部门沟通，积极办理特殊时期通行证，确
保配送车辆能够上路通行、 成品油物流
正常运转。 目前，各销售企业油品配送情
况正常，市场供应情况良好。

中国石油驻沪企业旗下 150 余座加
油站平稳运营， 数十支党员突击队奋战
在一线，数千名员工坚守在岗，全力以赴
助力上海市抗疫。 据中国石油方面透露，
3 月中旬以来，其驻沪企业把疫情防控应
急响应等级升级为三级， 第一时间启动
疫情防控时期生产运行保障方案， 成立
防疫保供党员先锋队、 青年突击队和工
会服务队，优化升级人员、资源配置，迅
速研究部署保供措施， 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生产经营。

其中， 中国石油上海销售公司提前
部署，优化物流供应链，高效协调油品运
力，增设非油分仓，在所属加油站为防
疫保障车辆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油
品和非油商品稳定供应。该公司调整 64
座加油站运营时间，千余名员工坚守岗
位，确保重点加油站 24 小时运营。 面对
因封控带来的新需求，该公司及时调整
非油品类，第一时间取得上海市防疫民
生物资保障资质，上架气垫床、睡袋、被
子、行军床等 10 类防疫商品。 上海销售
公司在 50 个加油站点销售崇明岛直送
的蔬菜， 满足疫情期间市民急剧增长的
生活需求。

中国海油上下游驻沪企业互帮互
助，补足装备共渡难关。 其旗下中海炼
化、华东销售组织所属上海公司协调加
油站便利店供应商将 200 份生活物资
几经辗转送达中海油大厦（上海）。 考虑

到加油站是面向社会的“窗口”，肩负着
特种车辆的保供任务，防疫物资消耗较
快。 封控启动前，华东销售上海加油站
接收到上游企业总计 600 个抗原自测
盒、100 个防护面罩、200 个 N95 口罩、
100 套防护服、120 瓶消毒液， 进一步备
足防疫物资。 目前，中国海油长三角区
域企业协调组还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
将上海营业加油站纳入所属街道物资
保障范围，以确保驻守员工物资持续稳
定供应。

中化能源人也用实际行动助力上海
抗疫。 面对疫情，中化能源上海石油人纷
纷加入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在各自“抗疫
点位”上变身暖心“大白”，为群众健康、
安全保驾护航。

当前，疫情尚未结束，各方均在全力
以赴，助力上海战“疫”，相信胜利的曙光
就在前方。

多地发文调价

4 月 6 日，海关总署全球贸易监测分析中
心和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联合发布的中
国 LNG 综合进口到岸价格指数显示，3 月 28
日—4 月 3 日中国 LNG 综合进口到岸价格指
数为 117.93，同比上涨 38.69%。

鉴于近期天然气价格保持高位， 部分地
区推出了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支持政策。

日前，湖南省发改委发布《关于明确 2022
年度淡季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的通知》，决定
2022 年度淡季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暂不实行
新的联动调整，长沙、株洲等 10 市继续执行

2021 年采暖季价格， 其中娄底价格最高，达
3.968 元/立方米。

“目前 ， 确实有部分地区下发相关通
知， 其中湖南省是今年首个由省级政府牵
头组织落实顺价的省份， 其确定的气价可
执行性较强， 如果落实到位， 可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各燃气公司的经营压力。 ” 博轶
咨询总经理杨常新说。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我国天然气上下游
顺价机制仍不完善，下游价格调整滞后，天然
气价格市场化改革仍任重道远。

根据上海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中心监测，
目前天然气现货市场成交笔数较少， 我国买
家并没有参与近期达成的高价现货交易。 据
悉，在目前的天然气到岸价格指数中，现货
部分的定价时间为今年 2 月， 而该时间段内
现货价格高企，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对现
货的需求。 多方因素影响下，LNG 综合进口
到岸价格指数近期波动较大， 企业采购积极
性不高。

因此，除湖南外，上海、浙江舟山、河北石
家庄、广东韶关、福建南安、广西三江等地也
陆续出台了淡季非居民气价方案。 在这些方
案中，部分地区直接顺价涨价，另一部分地
区继续沿用上年采暖季价格，以缓解城燃企
业压力。

其中， 石家庄发改委针对淡季非居民
气价发文，明确沿用采暖季价格，主城区非
居民用管道天然气最高销售价格调整为
3.95元/立方米。

上海市规定， 气电厂及漕泾热电的天然
气销售基准价格提高 0.4 元/立方米， 其他非
居民用户的销售基准价格提高 0.6 元/立方
米。 同时，取消季节性差价，实际销售价格以

政府制定的基准价格为基础，由供应企业在上
下 5%的浮动幅度内确定。

浙江舟山普陀区发改委则表示，为缓解燃
气企业因天然气进价上涨造成的经营压力，根
据非居民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调整非
居民气价，非居民管道天然气终端最高销售价
格从 5.32 元/立方米上调为 6.8 元/立方米。

“在居民用气价格较难调整的情况下，可
以把目前正在大力推行的输配气价改革以及
大用户直供等措施所产生的降价空间用于降
低工商业气价。 不过，能否顺利顺价，相关政
策能否真正落地还是未知数。例如，舟山某燃
气公司的售气价格为工业气价 5 元/立方米，
商业气价 5.3 元/立方米。 由于 LNG 现货价
格持续处于高位， 该燃气公司已向政府申请
涨价至 6.8 元/立方米。 即便如此，目前申请
到的气价也无法覆盖当下的成本气价， 而且
申请到的气价究竟能否落实仍未可知， 向下
游终端用户顺价还是有点难。”一位近舟山燃
气市场的人士说，“从经营角度来看， 燃气企
业为保证气源稳定供应， 承受部分成本压力
无可厚非， 但是也希望有相关补贴政策能够
‘让利’。 ”

“从 2021 年夏天开始 ，国内天
然气供需格局整体呈现价高量紧
的态势，城燃企业基本没有机会储
备低价气源，却还要承担起保供责
任 ，加上顺价机制不畅 ，城燃企业
经营压力很大。 ”杨常新说。

目前， 由于非居民用气顺价有
明确上限且幅度有限，远低于城燃
企业的实际进气成本上涨幅度，超
限部分只能由城燃企业自行消化。

杨常新进一步指出， 城燃企业
背负的顺价压力是大是小， 也取决
于企业的气源结构。 “例如，舟山等
地以进口 LNG 为主要气源的燃气
企业，购买增量气需随行就市，经营
压力较大。 ”

合肥某大型燃气集团从业人员表
示，目前该公司天然气成本倒挂，但仍
需按政府要求“不停一户气、不停一方
气 ”。 “我们的主要气源是管道气 ，
LNG 只是补充。 但现在管道气增量合
同气价格也偏高，补充购买的 LNG 价
格也处于高位， 加之现在的营商环境
对我们的要求很高， 亟需政府各项政
策支持。 ”

山东一位不愿具名的燃气行业
人士表示，目前城燃企业也都在向政
府部门申请提价和补贴，但效果并不
明显。

若顺价机制顺利落地， 则意味着
天然气终端工业用户要分担城燃企业
的成本压力。

“工商业用户用气量大，其用气价
格理应低于居民气价。但我国长期以来
一直采用较低的居民气价模式，并通过
对工商业用户实行高气价进行交叉补
贴，导致价格水平不能完全反映用户实
际应负担的成本，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价
格机制发挥作用。 ” 上述近舟山燃气市
场人士表示。

“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的季
节性联动机制已基本形成， 但多以冬
季用气高峰时上调为主， 淡季用气低
谷时下调却很少。 我们在调研走访中
了解到， 工业用户对气价联动政策的
认可度并不高， 交叉补贴现象较为突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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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受访人士均表示，目前，我国现行
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与油气改革
“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总体思路尚
有很大差距，仍以政府管制为主，市场
化的定价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在郭焦锋看来， 完善天然气价
格市场化，首先应最大程度消除由于
交叉补贴引起的价格扭曲，尽快全面
理顺天然气定价机制，建立合理的成
本分摊机制。 “应积极推进城镇燃气
配送网络公平开放， 减少配气层级，

严格监管配气价格， 探索推进终端销
售价格市场化，以‘准许成本加合理收
益’为基础，尽快理顺价格机制，消除
交叉补贴。 ”

业内人士建议，对不具备取消门站
价格管制条件的地区，应完善门站价格
形成机制，促进定价机制由政府管制向
与油价挂钩转变。对具备取消门站价格
管制条件的地区，应加快发展天然气市
场交易中心，促进定价机制从与油价挂
钩向“气与气竞争”转变。

“合理的价格是平衡各方利益的
重要杠杆，更是天然气产业健康发展
的关键，但目前我国还缺乏天然气市
场基准价。 发展天然气市场交易中
心，通过交易中心的基准价格替代政
府定价，也是实现天然气价格市场化
的一条重要路径。 ” 上述合肥某大型
燃气集团从业人员表示，“同时，还要
加强自然垄断业务监管，推进配售环
节公平竞争试点改革，推动城燃企业
整合，提高其经营和服务效率。 ”

城燃企业和工业用户承压

亟待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

地缘冲突
持续深度影响国际油价
■金晓 安紫薇

3 月中旬以来， 原油价格整体呈现
区间震荡走势。 3 月 28 日至 4 月 6 日期
间， 国内 SC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海
外布伦特原油期货跌幅与 SC 相当 ，同
期下跌 8%。受市场波动率显著上升和交
易成本上涨的影响， 国内外原油期货市
场流动性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其中我
国 SC 原油期货总持仓量下降约 20%。
这表明， 俄乌局势的不确定性使得市场
观望情绪渐浓。

国内外原油价格存在较强联动，最
近几个交易日 ，SC 对布伦特的价差走
强， 与中东原油基准价对布伦特价差趋
势保持一致，SC 价格体现了中东原油到
中国的到岸价的整体水平。 俄乌冲突爆
发之后， 很多买家主动规避俄罗斯原油
可能推高其他市场原油溢价的风险。 但
对于亚洲市场来说， 随着中东原油相对
价格走强， 俄罗斯原油的深度贴水和美
国石油战略储备释放引起美油折价，其
吸引力也会随之上升。

从国内供需基本面来看， 近期我国
市场受到疫情影响，3 月以来内地防控
措施升级， 导致道路和航空出行大幅下
降，造成市场短期需求疲弱。 此外，国际
油价持续上涨对我国炼化企业形成较
大的成本压力， 叠加终端需求疲弱，或
将导致国内炼厂下调开工率。 炼厂采取
低库存运行也将影响国内企业的原料
采购热情。 因此，弱需求预期以及替代
品价格优势凸显最终会导致 SC 相对布
伦特价格走强变得不可持续， 预计 SC
对布伦特价差未来大概率将逐步下行，
较境外市场更多体现我国供需基本面
情况。

当前全球原油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
是地缘政治风险，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原
油的直接制裁以及买家的主动规避导致
俄罗斯断供风险持续存在， 市场仍在评
估未来俄罗斯原油出口的下降规模。 美
国大规模释放石油战略储备将缓和短期
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的预期， 降低油价
短时间内大幅上冲的可能性。 石油战略
储备释放本质上也是库存消耗， 目前全
球库存已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库存持续
消化最终仍然需要依靠增产来重建库
存。 OPEC+和美国页岩油目前对扩大增
产的响应有限，全球闲置产能持续下降，
供给弹性下降意味着供给对价格上涨表
现钝化。
（作者均供职于东证期货衍生品研究院）

今年以来， 中国
石化扬子炼油厂在装
置停车检修中采用新
型污油收集装备 ，对
污油进行安全环 保
处置， 有效避免了抹
布、 吸油棉等次生危
废的产生，为升级“绿
色检修” 提供了有力
保障。

图为该厂员工用
该新型污油收集器收
集污油。
沈海军 李树鹏/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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