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迟 6 年的天然气价格改革终于谨慎

破冰。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决定自

2011 年 12 月 26 日起，在广东省、广西自治

区开展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通

知指出，中国天然气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

是放开天然气出厂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

政府只对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天然气管道

运输价格进行管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

部长冯飞告诉记者，在传统能源低碳化的

过程中，天然气是首要选择。解决中国的

能源出路，天然气是重中之重。“要理顺价

格关系，必须有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两方

面利益的价格形成机制才行。”

而天然气价改，必然涉及种种利益博

弈。改革一旦被利益集团捆绑，结果不言

自明。

价改方案数易其稿

目前，中国的天然气上游开采和管网

建设运营都集中在三大石油公司手中，而

中石油更是“一家独大”，令天然气价改之

路布满荆棘。

2005 年，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改革天

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及近期适当提高天

然气出厂价格的通知》，该通知被业界视为

天然气价改的方向性文件，确立了“以机制

改革为主、辅以价格上涨”的指导方针，并

为改革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规定了市

场化原则。但当年，天然气价格改革是“雷

声大、雨点小”，当时推出的“天然气和替代

能源挂钩”机制从未真正执行。

2009 年，“三次加权平均法”出台，但

由于涉及不同气田和不同长输管网，2009

年，天然气实行“一省一价”，即将天然气生

产和管输进行捆绑定价，天然气供应垄断

局面非但没有被打破，连最易引入第三方

竞争的长输管网也被全部规制到三大石油

公司旗下，离最初设计的“建立竞争性市场

结构”目标更加遥远。

2010 年，在“气荒”与防通胀双重压力

之下，价改呼声低落。2011 年，由于调价

未能成功传导至终端，天然气价改议题重

新升温，由石油公司主导拟定的最新一版

草案再次被递交至国家发改委。

天然气价改方案已数易其稿，在出厂

价定价方式上形成过近十种方案，数个版

本的拟定方案皆由三大石油公司主导，显

然，价改方案体现了三大石油公司的利益。

天然气价改破冰

近期，国家发改委决定在广东省、广西

自治区开展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

总体思路是，将现行以“成本加成”的定

价方法，改为按“市场净回值”方法定价，即

将天然气的销售价格与由市场竞争形成的

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在此基础上倒扣管道

运输费后回推确定天然气各环节价格。

“市场净回值”法，已在欧美等主要国

家广泛采用。作为过渡性方案，“市场净回

值”定价方案被认为是向市场化改革迈出

了重要一步。显然，这种机制比“成本加

成”的方法有所进步，能够促进天然气企业

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为稳妥

起见，推进价格改革将采取整体设计、分步

到位，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方式。认真

总结两广经验后，将推向全国。

垄断何时休？

“但仔细审视后可以发现，此次天然气

价改方案令天然气生产的前端能源产品拥

有更大市场自由度和话语权，而天然气的

可替代能源，又恰恰被垄断企业掌控。”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告诉记者。

他坦言，开采垄断依旧，进口垄断依

旧，销售垄断依旧，为了鼓励只占消费量少

数的天然气进口，就要“将天然气的销售价

格与由市场竞争形成的可替代能源价格挂

钩”，事实上，这是用局部市场化的迷雾，掩

蔽垄断裹挟市场公平的真相。

一些企业则呼吁尽快放开中游市场，

实现企业在气源和用量上的自主权。

对此，中国能源网首席技术官韩晓平

表示，天然气价格如何改革，取决于该产业

如何改革。政府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上游

放开准入形成多元化竞争主体，最终由供

求关系决定价格；二是在维持上游垄断框

架下优化政府定价。否则，价改可能失败。

业内人士认为，价改的根本前提是打

破上游垄断引入竞争。而在天然气资源尚

不充足的现状下，打破管输垄断或将成为

气价改革的突破口。

■ 本报特约记者 陶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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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垄断 放开天然气价格势在必行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 17 日发布数据，

按可比价格计算，2011 年中国经济比上年

增长 9.2％，其中四季度同比增长 8.9％。

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11 年，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GDP）471564 亿元。分季

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9.7％，二季度增长

9.5％ ，三 季 度 增 长 9.1％ ，四 季 度 增 长

8.9％。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市场销

售平稳增长。2011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为 301933 亿元，比上年名义增

长 23.8％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16.1％。其中，房地产开发呈回落态势。

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181226 亿元，

比 上 年 名 义 增 长 17.1％ ，实 际 增 长

11.6％。其中，汽车销售回落幅度较大。

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居民收

入增速快于城镇。2011 年全国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810 元，比上年名义

增 长 14.1％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6977 元，比

上年名义增长 17.9％，实际增长 11.4％。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指出，当前国

际经济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经济发展中不

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

突出。要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

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

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王 义）

2011年GDP增速为9.2%
创两年新低

去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
激增2.61万亿元

“稳健”基调犹在，但2011年12月激

增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某种程度

上却已经宣告了宽松的到来。央行公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末，

广义货币（M2）供应量达到 85.16 万亿

元。这一数字比11月末的82.55万亿元

增加了 2.61万亿元。换句话说，2011年

12月，M2新增量就达到了2.61万亿元。

标普下调 EFSF 信用评级

降至 AA+级

继下调包括法国在内的国家主权

信用评级后，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

标准普尔日前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

（EFSF）的 信 用 评 级 从 AAA 下 调 至

AA+。标准普尔在声明中表示：“EFSF

的义务不再完全由评级为 AAA 的 EFSF

成员国或评级为 AAA 的证券支持。我

们认为，目前所采取的信贷措施不足以

令我们放弃下调担保人的信用评级。”

六成房企

未完成2011年度销售目标

2011 年遭遇的严厉调控致使房企

业绩不佳，在目前公布的 20家上市房企

中，有六成没有完成当初制定的年度目

标。这些公司合计在 2011 年销售业绩

为 7017.2 亿元，同比虽然上涨了 15%，

但是距离目标依然有5.7%的差距。

（本报综合报道）

新年伊始，钢铁市场依然低迷，由于春

节的临近，钢铁交易额更是跌破冰点。由

于对后市的“悲观”，钢铁经销商也放弃了

往年冬天储备计划，准备“持金”过年。

钢铁市场维持低迷状态

元旦过后，国内的钢材市场并未迎来新

年开门红，钢材价格整体继续下滑。截至目

前，沪上优质品二级螺纹钢代表规格在 4160

元/吨，较之前下调 20 元/吨。据“我的钢铁”

网显示，元旦过后，长三角地区不少钢贸商

已陆续休市，钢材市场“人去楼空”的现象十

分普遍。即使有部分商家坚守岗位，但工作

重心也多转移至后续的总结和回款。

“冬季本是建筑钢材的传统销售淡季，今

年受到政策调控以及整体经济环境影响更是

‘淡上加淡’。随着钢市寒风劲吹，频频降温，

钢价一路震荡下滑，终端用户采购意愿缺失，

钢贸商惨淡经营。以至于春节临近，贸易商们

早已无心恋战，纷纷休市。受此影响，上周，钢

价继续下行，其中冷轧、线材和中厚板都创下

年内新低。”“我的钢铁”网分析师介绍。

放弃“冬储钢”

对于经销商来讲，冬天储备钢才是其净

赚的好机会，由于对未来房地产市场持前景

悲观看法，以及钢铁市场低迷，今年，不少经

销商已经放弃了“冬储钢”。做了多年钢材

生意的肖先生透露，以前，他在春节前都会

增加进货做“冬储”，因为春节过后一般都会

有一波上涨行情，但今年大家都很少这么

做，我现在手里就基本没什么库存。”

而最新公布的数据也印证了经销商的

担忧。2011 年 11 月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 49.0%，这是该指数自 2009 年

3 月以来首次降至临界点 50%以下，这表明

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趋缓。

不过，瑞银证券钢铁行业分析师唐骁

波对指出，虽然 2012 年中国房地产业会继

续受到调控，预计商品房的开工面积会下

降 15%，但保障性住房在 2012 年的新开工

目标是 700 万套，加上 2011 年尚未实际动

工的部分，预计 2012 年保障房的新开工面

积会比 2011 年多一些，这对钢材需求的实

质拉动作用将会比 2011 年明显。

钢铁市场持续低迷 经销商放弃“冬储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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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春节休假安排，我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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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毛 雯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2011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

别达 1841.89 万辆和 1850.5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0.84%和 2.45%，增

速创 13 年新低。其中，自主品牌乘用车在去除出口因素后，在国内

的销售量同比下降 5.42%。中汽协预计，2012 年汽车销售量大约在

2000 万辆，增长率在 8%左右。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