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规提升天然气管网监管能力 

    《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和《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

审办法（试行）》的出台，标志着国内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向“管细管好管到位”

的精细化监管模式转变，政府监管能力也必须随之提高。同时，随着管道建设的

大力发展，管道企业数量会进一步增加，也将极大增加监管量，需要建立起强大

的监管体系并完善监管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了《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和《天然

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为天然气管网立下新规。两个《办法》

适应发展需要，奠定了天然气产业链结构改革的基石。 

    自 2004年底，以西气东输一线全线正式商业运营为标志，中国天然气产业

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目前，建成天然气管道约 8.8万公里，全国天然气管

网格局初步形成。然而，尽管我国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有了很大发展，但天然

气管道不足仍是长期制约扩大天然气利用的重要因素。从国际经验看，天然气产

业链向结构型发展是方向，其核心是通过结构改革，实现“网运分开”和天然气

生产商、供应商的多主体。对我国来说，实现“网运分开”还需要一定的过渡期。

当前，要从实际问题入手，做好一些改革的事情。比如，将天然气管输价格从目

前门站价格捆绑为主中分离出来，并构建起科学、合理、透明的管输价格及监管

体系。两个《办法》对此提供了制度供给，具有基础性作用。其中，关于准许收

益率高于目前长期国债利率 3至 4个百分点的内容，有利于调动包括民营资本在

内的各方投资天然气管道建设的积极性，对天然气市场持续扩大非常重要。 

    要想让两个《办法》真正发挥作用，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监管能力是关键。两



 

个《办法》的出台，标志着国内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向“管细管好管到位”的精

细化监管模式转变，政府监管能力也必须随之提高。同时，随着管道建设的大力

发展，管道企业数量会进一步增加，也将极大增加监管量，需要建立起强大的监

管体系并完善监管办法。 

    具体来说，要优化监审办法，如借助地方成本监审力量，采取交叉监审模式

进行成本监审；可以“错峰监审”，对处于监管周期内，因管道投资、运输成本

等发生重大变化需要提前进行价格校核的，提前申请并开展成本监审。要筛选第

三方对立机构，建立约束激励机制，协助开展成本监审。要强化社会监督，不断

完善细化信息公开内容，监管企业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主动公开成本等相关信息，

形成全社会监督合力。要完善成本监审机构，增加人员力量，充实监管队伍，保

证监审费用。 

    除此之外，两个《办法》也要在发展过程中继续完善。两个《办法》的出台，

率先实现了重要网络型自然垄断领域价格监管办法和成本监审办法的全覆盖，是

价格工作职能创新的重大突破，体现了政府定价由价格水平制定向监管制度供给

的重要转变。以两个《办法》为样板，省级天然气管网甚至城市配气管网也要建

立起相应制度，实现全国天然气管网新规全覆盖。 

    当然，天然气管网的产权模式和运营模式，都还处于演变过程中。结合天然

气产业链特点，还要通过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方法加以体现。比如，结合天然气

市场发展，要求早日开展“两部制”价格、热值计价等实践探索；研究管道运输

价格形成是否可以引入市场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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