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煦明：多地上调燃气价格 

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务

求稳妥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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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冯煦明 

 

近期，有的地方宣布拟上调居民或非居民用气价格，引发市场关注。

短期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压力不减、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的情况下，

应当正视燃气价格上调对居民和企业的一系列影响，尤其要避免过度涨价

对低收入群体和中小微企业造成冲击。从中长期来看，国际市场天然气价

格上涨使得我国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中存在的矛盾更为突出，对进一步推

进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有倒逼作用。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市场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推升了我国进口企业

的气源成本。除了俄乌冲突这一地缘政治因素之外，去年以来国际天然气

价格上涨还受到其他一些重要因素的推动：一是过去两年时间里，美欧等

发达国家为应对疫情实施了历史性的超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流



 

 - 3 - 

动性泛滥，推升包括天然气在内的多类大宗商品价格水涨船高。二是全球

范围内兴起的绿色低碳转型思潮，导致过去十余年间世界石油、天然气等

石化能源的投资规模显著低于历史趋势水平，导致产能扩张放缓，供需格

局收紧。三是去年世界经济从疫情冲击中逐步复苏，总需求扩张加剧了国

际天然气市场上本已紧张的供不应求局面。 

进口气源价格上涨导致国内不少城市的燃气供应企业上下游价格倒挂，

出现持续性亏损，有的甚至对正常的企业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为了避免这

种情况恶化，部分地方采取了调价措施，允许上游涨价因素适度向下游传

导，缓解价格倒挂压力。从短期来看，终端售气价格上涨无疑会抬高居民

和企业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中小微企业的用气成本。政府应重视以下两点：

一是尽可能不上调或少上调第一阶梯气价，减缓对低收入群体和困难家庭

的影响；二是在疫情冲击下，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阶段性地对困难家庭和

特定中小微市场主体实施用气补贴政策。 

燃气既是重要的工商业生产资料，也是关系千家万户的基本民生资料。

因而，燃气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一点与手机、白

菜、理发等一般性商品或服务市场存在根本不同。首先，天然气市场并非

完全竞争市场，供给方主体数量较少。而且，受勘探开采、管道建设周期

限制和海运运力制约，燃气的短期供给弹性往往不大，一旦需求变动就容

易引发价格剧烈波动。其次，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较高，国内燃气价格

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受制于外部因素变化。再次，燃气价格事关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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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万户，因而在顺应市场规律的同时，还应兼顾民生需要。 

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属于典型的“深水区改

革”。一方面，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涉及国内因素和外部因素、市场

规律和民生保障、价格机制和政策机制等多重矛盾，需要全盘谋划。另一

方面，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涉及进口企业、长输管网运营企业、城市

燃气零售企业、终端用气居民和企业、地方政府等众多主体，关系到复杂

的利益协调，需要相关部门统筹兼顾，稳妥有序推进。 

总体上，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体而言，可借鉴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一方面在合理幅度内形成动态调整的市场化价格，促进上下游

价格联动；另一方面设置“天花板价”和“地板价”，应对国际市场天然

气价格畸高或畸低特殊状态。同时，要遵循先企业后居民、先大宗后零售

的原则。从企业用气着手，逐步放宽价格限制区间；居民用气具有特殊性，

应综合考量气源价格、运输配送费用、居民承受能力等因素稳妥有序推进。 

此外，在推进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同时，我国还应不断巩固天

然气供应保障能力和安全底线。一是夯实国内产量基础，保持天然气稳产

增产，促进煤制气产业发展。二是多元拓展油气进口来源，在国际市场低

价周期合理增加长协购气比例。三是加快建设天然气主干管道，维护油气

战略通道和关键节点安全。四是在加快扩大天然气国家战略储备能力的基

础上，引导和支持市场力量增加商业储备规模。五是加快推进天然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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