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天然气价格或再降 0.5 元/立方米 

    作为清洁能源的天然气一直被视为治霾的一贴“良方”，其也成为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的热议话题之一。近日多名代表委员建议，加大天然气市场开发力度，

拓展交通领域应用，切实发挥天然气在大气污染防治中的作用。 

   “天然气市场亟须得到政策支持和有效开发。”全国政协委员、中石油集团原

董事长周吉平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表示，按照国家能源局的预测，2020年我国

天然气供应能力有望达到 3900亿立方米，与预测的需求相比超出 400亿立方米

以上，亟须扩大天然气在发电、交通和工业等领域的应用。全国政协委员、国家

能源局原副局长史玉波认为，推进能源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天然气等

清洁能源占比十分关键，要通过政策引导扩大天然气的利用范围。 

    在交通领域，天然气汽车比之其他清洁能源汽车具有技术成熟、价格较低、

市场广阔、资源丰富等优势，推广应用条件最好，但目前还存在相关标准和规范

尚不完善、跟传统燃料汽车相比经济优势不足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华北油田

总经理黄刚建议，“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比如对天然气汽车不实行摇号上牌、限号

限行，设立天然气汽车推广专项资金等相关政策，激励天然气汽车发展。” 

    近年，中国 LNG 产能呈现爆发式增长，而下游发展相对缓慢，导致 LNG供大

于求，2015 年中国 LNG行业平均开工率不足 50%，价格持续低迷。考虑到冬季采

暖即将结束，预计此后市场需求将逐渐减少。业内机构亚化咨询认为，考虑到管

道气竞争压力，LNG 价格仍有下降空间，短期内有望提高 LNG对柴油替代的经济

效益。 

亚化咨询预计，2016年中国天然气将面临一次调价窗口。按照发改委根据

可替代能源价格变化情况每年调整一次天然气价格，并逐步过渡到每半年或者按 



 

 

季度调整的机制，下一次调价通知可能于 2016年 5月或 2016年 11月发布。根

据发改委调价公式，非居民用的天然气价格仍有 0.5元/方的下调空间。 

    另一方面，根据国家发改委披露的新机制，当国际市场油价低于每桶 40美

元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降低；在每桶 40-130美元之间运行时，成品油

价格按机制正常调整，该涨就涨，该降就降。考虑到成品油地板价的存在以及未

来油价上涨的可能性，LNG与柴油的价格比将进一步下行，未来 LNG相对柴油的

成本优势将更加明显，对车船用天然气应用也会带来刺激。 

 

（来源：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