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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ural gas market in China: the outstanding stra-
tegic position, larger supply and demand gap, the gradually perfect price management system, 
monopoly in the natural gas industrial chain at this stage, variation of the gas structure, diversity 
of the terminal investment.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gas market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 must stand at the macro level in the sales process of natural gas,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promote to obtain the most effective use of natural gas, and bring the big-
gest benefit for the enterprise to the society. Each user can us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as through 
eight indexes: the scale of gas use, volatility (balance), turnover, customer affordability, efficiency, 
the degree of policy compliance, the ability of solving employment, environment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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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我国天然气市场具有天然气战略地位突出、供需缺口较大、价格管理体制正在逐步完善、现

阶段天然气产业链上存在一定的垄断性、用气结构形式多差异大和终端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特点。根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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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特点，本文认为在对天然气的销售过程中，必须站在宏观层面把握，要兼顾各方利益，促进天然气获

得最有效的利用，为企业为社会带来最大的收益；进一步提出，各用户利用天然气的有效性可以通过用

户的用气规模、波动性(均衡性)、营业额、用户价格承受能力、利用效率、政策合规程度、解决就业能

力、环境效益八个指标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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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最早利用天然气的国家之一，但因种种历史等原因，规模开采和利用起步较晚，未赶上上世

纪发展的黄金时期，天然气利用水平远远滞后于欧美等国。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急需石油

谋求发展，实行“先油后气”的开采方针，使天然气发展受到压制；20 世纪 60 年代，在四川地区推行

“油气并举”重大举措，刺激了局部地区市场的发展，建立了我国天然气产业雏形；改革开放后，天然

气产业受重视程度不高，政策不明晰、配套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严重制约了天然气发展。直至近几年，

随着国家《天然气利用政策》、《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出台，以及陕京线、西气东输、川气东送等

长输管道工程的实施和沿海 LNG 项目的建成投产，天然气才得到大范围、大规模利用，从而进入了发展

快车道，并在发展中与国家、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天然气的市场特

色和用户特征。 

2. 天然气市场特色分析 

天然气市场是天然气勘探开发生产、管道输送、终端消费等上中下游产业链上各经营生产经营主体

围绕天然气这种商品开展交易活动的总称。 
天然气自身易燃易爆，管道运输压力高，危险性大，管道安全、运行平稳要求更加严格。作为清洁、

高效的化石能源，天然气又关系到国计民生，加之供不应求，一直以来，我国对天然气价格、天然气销

售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进行严格管理，天然气呈现出浓厚的社会属性和政治色彩，可以看到天然气实际

上是一种特殊商品。天然气市场除遵循普通商品的价值规律、讲究经济效益外，交易主体在天然气配置

上还必须服从大局，兼顾社会效益和政治影响。因此，我国天然气市场与天然气资源国或消费大国明显

不同，具有明显的中国自身特色。 

2.1. 战略地位突出 

世界工业化以来，人类不断向大自然无限制排放，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生存环境受到前所未

有的考验。现在，人类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挽回，经过不断尝试和分析，当前

大力发展天然气已成为世界的共识，也是我国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不断改善生活环境，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 2015 年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煤炭达 64%、天然气仅为 5.9%。

2016 年中国天然气市场天然气储量增长高峰仍在延续，天然气产量连续三年滞胀[1]。未来 5 年乃至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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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中国大气污染问题和应对气候变化压力将更为严峻，中国能源大转型时不我待、必须加速推进。

为此，应尽快培育天然气成为中国主体能源，着力破解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以改革试点先行积累改革

经验，带动全局改革，构建统一开放的中国天然气市场体系。 

2.2. 供需缺口较大 

能源需求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增长，能源需求不断攀升。作

为清洁能源的天然气，一方面随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压力，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因受资源、管道

等基础设施的制约，供应有限，供需矛盾异常突出。 
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仅为全球人均的九分之一；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仅占 5%左右，而全球为 24%

左右。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将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天然气政策。天然气供不应求的局面也将长期存在。 

2.3. 价格管理体制正在逐步完善 

天然气价格的确定，关系国家、企业和用户各方利益，影响上中下企业的发展，既重要又敏感，并

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逐步调整完善。 

2.3.1. 国家定价定量 
建国之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天然气价格和产量计划均由国家制定。当时气源单一，气量少，市

场仅分布在气源周边，最初只有井口价格，1964 年后，随着管道建设和辐射面的扩大，出现了管输费。 

2.3.2. 双轨制价格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低气价降低上游勘探开发的积极性，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局面。国家审时度势，

采取“双轨制”模式——包干基数内按国家计划价执行，基数外实行高价政策(价格仍由国家制定)。 

2.3.3. 国家定价与国家指导价并存 
1993 年，中国经济体制开始转型，天然气在实行国家定价的同时，推出了国家指导价格模式，天然

气实现计划经济向半市场经济转变，价格并存模式一直持续到 2005 年。 

2.3.4. 国家指导价 
天然气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由国家发改委确定基准价格，具体价格由供需双方在±10%的范围内

协商确定，提高天然气价格的市场化程度；管输费实行政府定价，依据成本、气量等多种因素做校核调

整。 
一直以来，天然气价格基本都是采取成本加成的方法确定，不利于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也难以反

映消费需求对价格的制约。 
近年来，管道互联互通，供气网络暂露头角，促进供气形式由线向面发展；进口气、煤层气、煤制

气等气源的注入，供气方式由单一气源向多气源变化，现行价格已不能适应形势变化。西气东输二线投

产、沿海 LNG 不断建成投运，资源由国产化向国际化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价格国际化已是大势

所趋。因此，国家顺应发展规律，结合国情，采用市场净回值法测算，于 2011 年率先在广东广西推出天

然气价格，局部试点，再行推广，进一步提高价格市场化程度。 
2013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了天然气价格调整方案，天然气价格管理由出厂环节

调整为门站环节，门站价格为政府指导价格；区分存量气和增量气，存量气为 2012 年实际使用气量，增量

气为超出部分；增量气价格一步调整到与燃料油、液化石油气(权重分别为 60%和 40%)等可替代能源保持

合理比价的水平，存量气价格分步调整，力争“十二五”末调整到位；居民用气价格此次不作调整。 
纵观天然气价格体制变化过程，是逐步完善、逐步改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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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现阶段天然气产业链上存在一定的垄断性 

从上游环节来看，勘探开发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专业性强，勘探风险大，是典型的资金密集、技

术密集、高投资风险行业。目前，从事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的主体为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油三

家国家石油公司。非常规天然气领域已经向全社会开放，形成了多种投资主体的新格局。 
从中游环节看，管道输送设施是连接上下游的纽带，距离长分布广，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大回收期长，

但相对勘探开发来说，投资风险相对较小。我国西气东输管道系统、陕京管道系统已经实现投资主体多

元化，并对其他天然气生产商包括页岩气、煤层气、煤制气生产厂家进行开放。 
从下游环节看，终端用期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但是对于城市燃气，为了减少配送管网的重复建设，

实行经营许可制度，只有取得特许经营权的商家才能经营城市燃气项目，具有排他性。 

2.5. 用气结构形式多、差异大 

中国地理纵横跨度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国情复杂，用气结构形式呈现多样化、差异化。天然气产

业起步阶段，气量少，仅用于生活中烧火做饭；油气田增量上产和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天然气

开始应用于宾馆、酒店、采暖等公服设施和化肥生产；伴随近代内燃机和深度制冷技术的发展，出现了

CNG、LNG，天然气开始应用于汽车、轮船等行业；近几年，国家主干管网的建设和上游资源不断增长，

为天然气的规模利用提供了可能，天然气开始运用于大工业燃料和天然气发电。 

2.5.1. 地理差异 
我国东西南北气候差异大，人的生活习性也各不相同。大体上北方和西部地区春冬季气候寒冷，以

采暖用气为主；南方和东部地区夏季气候炎热，空调用电量大，发电用气量大。同时，地理位置影响地

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东部区位优越，交通发达，改革开放后先发展起来，使我国经济水平呈现 “西低东

高”趋势，也影响着用气结构。但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能源匮乏，经多年发展，环境排放空间小，而燃

气电厂建设周期短，污染小，靠近负荷中心，损失小，电力带动效益大，因此发电用气相对较多；西部

地区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欠发达，天然气主要用于居民生活和采暖用气。 

2.5.2. 消费主体差异 
不同的消费主体构成不同的消费结构，主要有：工厂中用作生产原料或工业燃料的工业用气，化工

厂用作化工原料的化工用气，燃气电厂、热电联供电厂用作燃料的发电用气，以及居民生活，宾馆、酒

店等公服用气，特别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生产车用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等等，各消费主体用气总

量以及所占消费的比例随时间推移也不断发展变化。在未来一段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化工用气

比例在天然气用气结构中逐渐减少，工业用气和发电用气比例逐年增长。 

2.5.3. 国家划分差异 
国家对天然气产业 “全国一盘棋”考虑，为便于管理，对天然气用气结构进行合并和划分。按照《国

家天然气利用政策》，天然气利用类型分为城市燃气、工业燃料、天然气发电、天然气化工等 4 大类。 

2.6. 终端投资主体多元化 

根据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简称“新 36 条”)精神，终端投资主体

呈现多元化，从原有的以公有制作为唯一投资主体从事天然气行业，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鼓励、支

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天然气等垄断行业，并进一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大做强。 
天然气行业上游目前还处于相对垄断阶段，但终端市场已开放，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已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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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混合所有制性质的合资公司不断扩展 
特别在十八大以后，天然气终端企业合资方式更加开放，央企、地方国企、外资、民营企业彼此之

间，相互参股，发挥各自的优势，拓展天然气终端业务 

2.6.2. 中外合资企业迅猛发展 
我国作为经济大国，GDP 位居世界第二，天然气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市场潜力巨大，吸引诸多外资

企业来华投资，同时国内借助外资企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加强合资，深化合作，推动天然气

产业发展。目前，规模较大的有港华和中燃等。 

2.6.3. 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新非公 36 条”的颁布，为民营企业发展天然气业务带来了曙光。民营企业纷纷发挥自身优势，灵

活方式，或独资、或合资多方面参与天然气终端业务，并不断做大做强，成为天然气产业发展的生力军，

其中典型代表是新奥燃气，目前，运营区域已达 16 个省(市、自治区)，敷设管道超过 17,000 公里，日供

气能力超过 2300 万方，年销售气量超过 50 亿方，发展劲头势不可挡。 

3. 天然气利用有效性分析 

从我国天然气市场特点看，天然气在我国也是一种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表现出自然

属性和社会属性。但是，由于天然气资源本身使用价值体现出的重要性、供求关系体现出的稀缺性、产

业链体现出的一定的垄断性，决定了我们在对天然气的配置销售过程中，必须站在宏观层面把握，要兼

顾各方利益，促进天然气获得最有效的利用，为企业为全社会带来最大的收益。具体讲：要把握好以下

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效益。天然气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不管是上游勘探开发、中游管道输送，还是下游

终端消费，涉及到的供销各企业都要获得合理的回报，取得合理的经济效益，才能吸引必要的资金投入，

才能保证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 
二是，社会效益。作为一种资源、一种商品，特别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天然气通过生产和消费，必

须为全社会带来效益，为全社会作出贡献。 
三是，环境效益。环境效益是指人们在生产中依据环境平衡规律，使自然界的生物系统对人类的生

产、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产生有益影响和有利效果。追求环境效益是努力减少人类社会活动的环境后果。

天然气作为一种优质资源，有多种使用渠道和方式，在配置分配时必须考虑天然气消费对环境的影响，

考虑不同的天然气用气方式具有不同的天然气替代效率。因此，在配置时要进行天然气环境效益替代程

度的相对比较分析，把天然气用在替代效益相对好的领域和具体项目上。 
从根本上来说，环境效益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则是环境效益的后果，

三者互为条件，相互影响，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通过优化配置，使得有限的天然气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

用，其目的是充分发挥好天然气的最大效用，促进社会不断进步、经济持续发展、环境日益改善。 

4. 天然气用户特征描述 

根据国家天然气利用政策，我国目前天然气用户的分类主要是从消费的方向进行确定，通常情况下，

天然气用户分为城市燃气、发电用气、化工用气、工业用气等四类。为了优化配置天然气资源，决定了

我们在对天然气用户的分析时更要从天然气消费利用的有效性进行考察分析，进而对天然气用户特征进

行描述，并根据特征指标值对用户用气的有效性进行分类，以指导对现有已供用户的客观科学评价排序

和对未来待供用户的优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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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经济效益类特征指标 

目前天然气门站价格、管输价格由国家物价主管部门制定，天然气门站后的价格由地方政府物价部

门制定。因此，对于天然气生产运输企业从销售的角度看，降低调峰费用，减少管输运行成本显得十分

重要。用户用气规模和用气波动直接关系供应方成本的高低，是最重要的 2 个影响因素。对于天然气终

端企业从消费角度看，如何通过使用天然气提高企业的营业额、通过提高天然气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

降低成本。用户对天然气价格的承受能力则是供用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承受能力强弱直接关系双方对

价格变化的适应能力。 

4.1.1. 用气规模 
用户实际使用的天然气量(亿方)。该指标数值越大，代表用气规模越大，在天然气总量一定的情况下，

单个用户规模越大，用气户数越少，供气企业分输投入越小。 

4.1.2. 波动性/均衡性 
用气波动性：天然气使用过程中，因受气候、政策、经济等因素影响，用气量随时间变化呈现出增

大或减小的现象。为维持产运销储平衡，确保供需稳定，必须采用调峰，协调上中下游各环节发挥各自

优势以适应用气负荷变化。波动性指标指一年 12 个月中，“最大月份用气量”与“最小月份用气量”的

比值。该指标数值越大，代表波动性越小。 

4.1.3. 营业额 
用户使用每单位天然气创造的营业额(万方/万元)。该指标数值越大，代表单位气量创造的经济效益越好。 

4.1.4. 用户价格承受能力 
价格承受能力，本文用价格弹性来描述，即，短期价格弹性恒为负，而且小于零，大多数大于−1，

长期价格弹性，大多数小于−1。其经济意义是：价格弹性愈小，表明涨价对消费量影响不大，反之，价

格弹性系数大，说明价格变动对于顾客消费行为影响较大。 

4.1.5. 利用效率 
是指天然气利用程度，一般说来，可分为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经济效率是指单位产出所消耗的气

量，通常用宏观经济领域的单位 GDP 能耗和微观经济领域的单位产品能耗来表示；技术效率是所取得的

有效能量与天然气蕴含的能量之比，国际上通常采热效率来衡量。本文利用效率特指技术效率，天然气

是一种替代能源，只有使用效率高，才能带来更大的比较优势，才有有效降低能耗降低成本。 

4.2. 社会效益类特征指标 

作为一种资源、一种商品，特别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天然气必须通过生产和消费，为全社会带来效

益，为全社会做出贡献。在优化使用时要更好把握天然气的使用方向，提高政策合规性。同时，要把握

好使用天然气的用户能够解决多少就业人员。 

4.2.1. 政策合规性 
为规范天然气利用方式，国家出台了天然气利用政策，根据不同的利用类型，划分为优先类、允许

类、限制类、禁止类。本文优先类 10 分；允许类 7 分；限制类 4 分；禁止类 1 分。该指标数值越大，代

表政策合规性越高。2017 年 8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
连续发布《关于核定天然气跨省管道运输价格的通知》和《关于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的通

知》。在核定我国跨省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的同时，降低了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作为“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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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政策框架构建后首次取得的实质性效果，对我国天然气市场化发展具有以下重要意义：为天然气

管输价格与现行门站价格分离奠定了基础、推进输气管道向第三方主体公平开放、有助于放开气源价格、

对降低省内管输价格和城镇配气价格有示范效应、刺激市场需求[2]。 

4.2.2. 解决就业能力 
用户使用每单位天然气解决的就业人数(人/万方)。数值越大，说明用户使用天然气对就业人员的吸

纳能力越强。 

4.3. 环境效益类特征指标 

环境效益 
随着天然气行业的不断发展，在具备供气条件下，一些生产企业将选择利用天然气以代替原用的煤

炭、燃料油，一些电厂将选择天然气以代替煤炭建设燃气电站，一些城市燃料公司引进天然气供给城市

居民以代替液化石油气，等等。由于所处于区域不同，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也不同，因此，不同的天然

气用户替代了不同的其他燃料，具有不同的天然气替代效率。在选择用户配置气量时要对该用户被替代

能源的环保效益进行分析比较，寻求天然气最大的替代效益。天然气的环保效益相较于煤炭来说，二氧

化碳和氮氧化物的排放仅为煤炭的一半和五分之一左右，粉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几乎为零，可以改善人

居环境。 
本文认为，天然气环境效益采用可替代效益指标来衡量。可替代效益是指使用价值相同或相近的资

源可共同或单独满足某种用途的性能，即为可替代性。煤炭相对液化石油气(简称 LPG)而言，烟尘、SO2、
NOx 和灰渣污染物的排放量要大。从环境效益角度看，在天然气的配置上应该优先安排替代煤炭的用户，

“以气代煤”比“以气代 LPG”的环境效益更高。 

5. 用户特征指标的应用与意义 

天然气消费利用形式多样化。在这种复杂的消费结构中，本文首次分析提出了天然气用户的特征可

以抽象出八个标度或指标进行描述。在众多的天然气用户中，尽管每个用户的用气方向不一样，但是每

个用户使用天然气的有效性可以通过八个指标的特征值进行测量，刻画出用户真实的本质特征。随着天

然气业务的发展，销售企业管理不断提升，天然气消费细分正在推进，也有利于对用户特征值指标数据

的搜集和管理。通过对特征值的具体的、合理的计算分析处理，可以对现有用户进行聚类分析、进行有

效性评价和排序，对未来用户进行归类分析和排序，进而为天然气优化配置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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