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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宁兰管道工程输送的天然气主

要由涩北气田供应
,

它坐落在青海柴达

木盆地
,

隶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青海油田分公司
,

将天然气通过

涩宁兰管道供兰州地区
,

现行天然气的

区域价格不尽合理
,

为了运用价格杠杆

促进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节约天然气资

源
,

有必要对其价格形成机制作进一步

的思考
。

涩北气田和涩宁兰管道工程

的供给悄况
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涩北气田蕴藏

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

已探明加控

制的天然气地质储量约 多亿 , ,

跃

居中国陆上第四大气区
。

其中 号集气

站为涩北首站
,

目前已建成天然气 天然气生产成本和销协价格
生产能力 亿 , 。

现行青海油田分公司供涩宁兰管线

从直供管线情况看
,

输气量最 的天然气出厂价格 加 年底 肠元 , ,

大的
、

也是最主要的
,

对甘
、

青两省 门站价是 元 , ,

预计兰州市的综

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是涩宁 合平均气价为 元 , 。

兰管线
。

它包括四条支线
,

总长度 专家组在调查中发现天然气定价

达 公里
,

总投资约
·

亿 存在以下问题

元
。

输气能力最高可达 亿 ’·
, 供擂矛盾凸现 气价难以抑制

·

年实现管输收人 亿元
,

运行 涩宁兰天然气市场近几年来的发展
,

使

成本 亿元
。

目前该管道的主要用 得供用气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

主要表

户为中石油兰州石化公司
、

西宁及 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因受能源市场供铭

兰州的城市燃气公司和一些其他工 关系的变化
,

天然气供应出现了供不应

业用户
。

包括城市居民和工业用气
、

求的局面
,

但由于涩宁兰管线的增压工

化肥原料
、

铝
、

工业燃料
、

玻璃
、

卷 程尚未开工建设
,

供需矛盾短期内难以

烟等
,

从用气量看兰州占
· 。

其中
,

缓解 如冬季用气高峰时段出现了给企

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是最大用户
。

天 业降压保民用采暖供气的现象
、

冬季是

然气主要用于公司化肥生产的原料
,

用 化肥企业的生产旺季
,

给降压供气就造

气量达到 亿 , ,

其中 用于化肥 成了企业产量的下降
,

同时降压也影响

原料生产
,

计划 年将达到
·

亿 , 。

设备的使用寿命 二是缺乏调峰能力
,

此外
,

甘肃刘化 集团 公司通过全长 不能确保平稳供气
。

公里的刘化支线供应
,

年用 为
、

用气规划和市场发展缺乏统一

亿 , ,

计划 年将达到
·

亿 科学管理和规划
。

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

耐
,

其年产能也将扩展为 万吨合成 机构
,

涩宁兰天然气资源的开发没有受

氨
、

万吨尿素和 万吨甲醇
。

到量的分配或项目规划的控制
,

造成了

从涩宁兰天然气利用发展规划看
,

两省和直供大用户各做各的规划
,

各发

到 年涩北气田天然气产能将达到 展各的市场
,

与气田的发展规划不相匹

亿 , ,

届时涩宁兰管道的输气能力 配
,

天然气的发展从宏观上出现难以调

将达到 亿
, 。

其中
,

兰州地区天然 控
,

微观上出现无序竞争的局面
。

气的年用气总量将有可能达到 亿
, 、

生产成本中天然气比例过大 价

以上
。

格矛盾突出 在实践中
,

城市居民对现

协。。。 , 卜一。 对悦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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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天然气价格普遍能够接受
,

承受

能力较强
,

因为与液化石油气相比
,

天

然气具有较大的优势 但对大部分企

业而言
,

则对现行天然气价格的承受

能力较弱
,

普遍要求降价
。

从化肥企业

看
,

在合成氨生产成本中天然气占
,

折合每吨尿素成本占生产成本的
。

而尿素属于农用生产资料
,

直接

影响到农业种植成本
,

其出厂价和销

售价格受到国家最高限价的控制
,

所

以天然气价格的变化对化肥生产企业

的成本影响难以通过销售价格及时疏

导消化
。

另外从天然气价格对燃气热

电厂上网电价的影响分析看
,

天然气

价格每增加 减少 元
,

则上网

电价增加 减少 元
。

由

此可见
,

天然气价格定价的合理性
,

对

化肥生产企业和农民的承受能力
,

以

及对燃气电厂的生存至关重要
,

化肥

和电力都无法依据市场供求自行定价

来疏导矛盾
。

所以化肥和嫩气电厂都

要求国家给予用气优惠价
。

、

用气 大小与价格变化的联

动机制尚未形成
。

年有关部门调

查显示
,

涩宁兰管道的盈亏平衡点为

年输气量 亿
,

超过该数量其管输

费用应逐步下降
,

随着用气量的增加
,

采气成本和管输费呈逐步下降的趋势
。

用气量大小对管输费的高低具有直接

的影响力
,

但在实际运行中并没有形

成量与价格的价格形成联动机制
。

、

天然气结算价格中含税标准

不一致
,

也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

现行的

门站价分两部分 井口 出厂价和管输

费
,

但在结算中
,

井口 出厂价和管输费

的含税税率不同
,

前者按
,

后者按

结算
,

由于进项税和销项税不一致
,

用户在交纳了管输费后还要多上税

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额外负担
。

、

价格改革对我省天然气用户

的影晌深远
。

青海油田 年底调整了涩宁

兰管线天然气出厂价格
,

每千立方米

上调 元
。

调价后以天然气为原料的

化肥生产企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

化

肥企业还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涨价
。

但对城市燃气用气的兰州燃化集团影

响较大
。

目前
,

兰州市天然气用户分

为 类
,

分别是 居民
、

公福 高业
、

餐

饮
、

茶浴炉
、

采暖锅炉
、

加气站以及

工业用气
,

上游调价将影响成本上升

万元
。

对区城性天然气价格形成机
制的理议

天然气作为一种稀缺的
、

不可再

生的宝贵资源
,

应当受到一定的保护
,

要遵循
“

科学开发
、

合理利用
、

促进节

约
”

的原则
,

使资源发挥最大效能
,

同

时
,

也要按照涩宁兰天然气管道建设

的原则和思想
,

考虑甘
、

青两省的利

益
、

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
,

以

促其不断进步和发展
。

,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加强对

天然气市场的有效监督和管理
。

本着

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原则
,

建议由国家

发改委牵头
,

组成
“

涩宁兰管道工程开

发利用领导小组
” ,

其成员由甘
、

青两

省政府有关部门
、

中石油天然气股份

公司和大用户选派的代表组成
。

制定

统一的天然气开发利用规划和科学合

理的配置资源 制定天然气市场发展

和运行的相关规则 研究解决天然气

开发利用中出现的价格问题 协调天

然气市场中各方的利益和矛盾
。

制定合理的涩宁兰管道政府

指导价
,

逐步理顺价格关系
。

涩宁兰管

道天然气价格的定价
,

应参照西气东

输的定价原则和价格测算方法
。

建议

国家在制定涩宁兰天然气的指导价时
,

充分考虑甘肃是天然气的消费大省的

情况
,

充分考虑甘肃是经济欠发达省

的现实
,

以及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需要等因素
,

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

用
,

促进天然气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

支

持天然气消费省的经济发展
。

稳定现行价格 制定分类气

价
,

形成气 与气价的联动机制
,

解决

价格矛盾
。

目前价格矛盾的焦点在于

大用户没有享受到合理的优惠气价和

分类气价
,

涩宁兰管道的终点交割价

高于西气东输气价
,

应根据用气量大

小的原则
,

制定阶梯气价
,

给大用户以

优惠
,

鼓励其发展 按照运距递远递增

的原则
,

参照西气东输测算各地门站

价的计算方法和相关数据核定门站价
,

参照西气东输工程的分类气价
,

按城

市燃气
、

工业用气
、

发电用气和化肥用

气
,

核定涩宁兰管道的分类气你 注重

对涩宁兰管道输送天然气盈亏点的掌

握和分析
,

当管道年输气量超过其盈

亏点指标时
,

输送成本和单位管输费

应有所降低
。

理顺天然气与其它能派可普

代品价格的比价关系
,

建立科学合理

的挂钩调盛的机制
。

按照机制运行使

每年度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
,

调整的

系数根据原油
、

液化气和煤炭价格 年

移动平均变化的情况
,

分别按
、

和 加权平均确定
,

相邻年度

的价格调幅最大不要超过
。

同时考

虑要稳步推进化肥用气价格改革
,

特

别是要考虑地处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的

承受力
,

低幅度或适当延长达到目标

价格的年限
。

增加增压装 和调峰手段 确

保平稳供气
。

为解决下游市场冬季供

气紧张的问题
,

建议在稳定价格的同

时
,

气田管道管理部门可考虑修建涩

宁兰管道复线
,

采取增压措施缓解冬

季用气紧张的问题
。

作者 甘肃有物价局商品价格处处长

时经异 枷 , , 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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