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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
并进一步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26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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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

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

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28号）精神和国务院关

于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总体要求，经国务院批

准，决定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并进一步推

进价格市场化改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低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

非居民用气最高门站价格每千立方米降低700

元。其中，化肥用气继续维持现行优惠政策，价格水

平不变。

二、提高天然气价格市场化程度

将非居民用气由最高门站价格管理改为基准门

站价格管理。降低后的最高门站价格水平作为基准门

站价格，供需双方可以基准门站价格为基础，在上浮

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门站价格。方

案实施时门站价格暂不上浮，自2016年11月20日起允

许上浮。各省（区、市）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

格见附表。

三、实施时间

上述方案自2015年11月20日起实施。

四、工作要求

天然气价格改革涉及面广，社会高度关注，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高度重视、

通力合作，共同做好相关工作。

（一）精心组织方案实施。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加强市场监测分析和预

警，建立应急预案，完善应急措施，确保调价方案平

稳实施。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主动配合地方发展改革

（价格）部门，加强沟通和协商，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二）合理安排天然气销售价格。各地要抓紧工

作，尽快疏导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释放降价红利；

可根据当地实际，在完善监管规则的基础上，先行先

试放开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要抓紧建立居民阶梯气

价制度，确保年内出台。2013年7月天然气价格改革方

案实施后新增通气城市居民用气门站价格，按不高于

当地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执行；居民用气销售价

格，要按照与改革方向相衔接的原则统筹妥善安排。

（三）着力做好天然气公开交易工作。非居民

用气应加快进入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由供需双

方在价格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公开交易形成具体价格，

力争用2-3年时间全面实现非居民用气的公开透明交

易。天然气生产和进口企业要放眼长远，认真做好天

然气公开交易工作；交易中心会员要向交易中心共享

非居民用气的场内和场外交易数量和价格等信息；交

易中心要规范管理、专业运作、透明交易，不断探索

发现价格的新模式、新方法、新手段，尽早发现并确

立公允的天然气价格，定期向社会发布，为推进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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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市场化奠定坚实基础。

（四）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稳定。有关部门和

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加强生产组织和供需衔接，保

障市场平稳运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认真落实非

居民用气降价政策。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价格检

查和巡查力度，依法查处通过改变计价方式、增设环

节、强制服务等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价格以及串通价

格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秩序。

（五）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加强宣传解读，引

导社会舆论正确理解降低非居民用气价格和进一步推

进市场改革的重要意义，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5年11月18日

□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理事长（100035）王天锡

中国城市燃气行业发展展望

今年是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

的收官之年，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

出了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建议，

为我国未来发展制定了宏伟的蓝图。在“十三五”期

间，我国将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将保持中高

速发展。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低碳、开放和共享

的发展模式。住建部在2014年底就委托中国城市燃气

协会组织编制全国城镇燃气发展“十三五”规划，目

前，规划编制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的燃气发展

规划也必须要紧紧围绕实现这个目标来制定。

1      我国城市燃气行业仍处于发展期

应该说，城市燃气是城市的重要能源之一。自

2004年西气东输一线全线贯通，我国城市燃气行业就

进入了天然气时代。经过全行业的努力，截止2014年

底，我国城市燃气供气总量达到1 254亿m3，其中，

天然气为1 057亿m3，占供气总量的84%，天然气逐

渐成为主导气源。从能源利用趋势来看，节能减排成为

主流，煤炭用比下降，清洁能源用比上升。2014年，

我国电力、钢铁、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的能源需求大幅

放缓，全年煤炭消费为24.6亿t标煤，为10年来首次下

降，全社会用电量增长3.7%，为近6年来最低增速。

能源结构得到改善，煤炭消费占比下降至66%，而天

然气消费比例上升至5.7%。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所提

出的能源战略，“十三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还将进

一步调整，以天然气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将成为发展重

点，能源消费总量将受到严格控制，节能减排将成为

未来能源利用的发展方向。2014年公布的《中国能源

行动计划2014-2020》提出“十三五”期间我国一次

能源消费中煤炭的消费比例要显著下降，而天然气的

比例将由2014年的不到6%提高到2020年的10%。天然

气的供应总量将由目前的1 840亿m3提高到3 500亿m3~ 

4 000亿m3。这意味着，尽管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

济发展和能源消费增速有所放缓，但天然气还将保持

较高的发展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