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改委：气价联动新政或上半年出台 

近日，一位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家发改委已开

始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的政策制定工作，目前正在各地征求相关意见，“相信

今年上半年能够出台”。 

目前，国家发改委已于近日到各地调研走访，了解燃气购销和价格情况，以

及建立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经验和困难，为研究完善天然气价格机制进

行摸底。国家发改委还向各省发改委征询意见，“国家层面统一出台相关指导意

见有无必要”。 

早在今年 2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改委发文称，

为研究完善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与采购成本联动机制，要求各地就建立健全天然

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包括如何确定综合采购成本、如何科

学设置启动条件、调价周期和调价幅度等。 

自去年底河北省多地发生大面积停气、限气后，天然气价格机制不畅问题受

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的极大重视，解决这一问题被提上日程。 

除了国家发改委之外，地方政府亦有所行动。目前，湖南省在气价联动方面

率先出台了政策。 

3月 15日，湖南省发改委发布《关于召开湖南省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

制听证会的公告》(《公告》)称，当气源采购平均成本波动幅度达到基准门站价

格 5%，应适时启动气价联动机制，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同步同向调整。 

居民气价联动上涨幅度实行上限管理，原则上居民用气价格的联动上调幅度



 

不超过第一档基准终端销售价格的 10%；非居民气价联动原则上按照气源采购平

均成本同步同额同向调整。 

湖南省上述《公告》称，原则上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每年联动上调不超过

1次，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每年联动上调不超过 4次，下调次数不限。 

此后，广东省化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也发文调整天然气销售价格，对居民以外

的其他用户（工业、商业、公建等）管道天然气价格由 5.97元/立方米上调为

6.31 元/立方米。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目前的天然气价格机制下，价格对供需的调节难

以实现。 

当前，中国天然气价格实行政府管制和市场化定价的双轨制。2020年《中

央定价目录》显示，国产陆上气和 2014年底投产的进口管道气门站价由政府管

制；海上气、页岩气、LNG、直供用户、2015 年投产的进口管道气等门站价由市

场形成。 

在城市燃气终端销售环节，非居民用气和居民用气价格“双轨制”特征也比

较明显，前者采用市场化定价，后者实行政府管控。虽然 2018年发改委发文要

求，理顺居民用气和非居民用气的门站价格，但在实际操作中落实较难。 

合同内低价气量不足的下游城燃企业，若要保证居民用气，通常须高价购买

合同外气量，然后低价卖给农村煤改气用户。这导致城燃企业购销价格倒挂，经

营困难，保供积极性受挫。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全年天然气表观消费量出

现历史首次下滑，同比减少 1.69%至 3663亿立方米。 

为此，在气价联动方面，中国城市燃气协会曾建议，国家层面应出台城市燃

气终端销售定价指导方案，建立“综合采购成本+配气价格”的价格联动机制；



 

居民气价调整实行季度联动，不设置调整条件、涨幅上下限；非居民气价调整实

行月度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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