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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中国油气市场化改革目标的实现，应在“X+1+X”的大框架下，允许各地因地制宜以多

元模式进行。借鉴欧美经验，建议以浙江为试点，探索区域天然气市场建设，以基于虚拟枢纽的天然气交

易平台建设为手段，促进充分竞争的下游销售市场这个“X”的形成。将互联互通的省级管网、LNG接收中

心、天然气交易平台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建立竞争性的区域天然气批发市场，形成国内外市场参与者普遍认

可的区域天然气价格指数，支持国家级LNG接收中心建设，并为第二个“X”提供一个区域市场样板。

关键词：天然气；管网；交易平台；区域天然气市场

Abstract： To achieve the “X+1+X” gas reform target, China should allow different regions to try out different models to 
form the last X, i.e. competitive downstream market. After reviewing the European experiences in building gas hubs based on virtual 
trading point, this paper suggests to use Zhejiang province as a pilot, integrating the interconnected provincial pipeline network, the 
LNG receiving centre and the gas trading platform, to showcase how a competitive downstream market can be built with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players.

Key words：natural gas; pipeline; trading platform; regional gas hubs

通过区域天然气市场建设实现“X+1+X”

油气改革目标

陈新华1，杨雷2，景春梅3，刘满平4

( 1.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国际燃气联盟；2.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4.国家发
改委价格监测中心）

Achieving China’s “X+1+X” gas reform target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gas hubs

CHEN Xinhua1, YANG Lei2, JING Chunmei3, LIU Manping4

 (1. Beijing Energy Club and International Gas Union; 2. Institute of Energy, Peking University;3. Chin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4. Centre for Price Monitor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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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然气行业改革目标与区域天然气市场

中国油气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上游油气资源

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中间统一管网高效集输、下游销

售市场充分竞争的‘X+1+X’油气市场体系”。油气

上游勘探开发与生产领域对外资和民企的开放，加上

沿海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的审批权下放和第三

方准入，将有助于形成“上游油气资源多主体多渠道

供应”这个“X”的形成。2019年12月9日成立的国

家管网公司将逐步实现统一管网，为重塑中国天然气

格局创造条件。

然而，对于“下游销售市场充分竞争”这个

“X”如何形成，以及它与“1”的关系，还存在模

糊认识，其原因在于：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中，已经

有25个组建了35家省级天然气管网公司[1]。各家在成

立运营时间、投资力度、管网覆盖面、股权结构、投

融资职能、运营模式等方面各有千秋，背后利益错综

复杂。在此背景下，若将省级管网公司的资产全部划

归国家管网公司，形成“一竿子插到城市燃气门站”

的全国统一大管网，则成本高、难度大，既不现实，

也不必要。实现“X+1+X”模式的改革目标，不应该

“一刀切”，应允许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逐

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在此过程中允许多元模式共存[2]。

进一步明晰市场端的“X”，并理顺“1+X”的关系，

特别是国家管网公司和地方管网公司的关系，关乎中

国天然气改革的进程和成败。虽然国务院“鼓励和引

导地方管网以市场化方式融入国家管网”，但以何种

方式融入？怎么融入？这些问题在管网改革若干意见

中没有具体提及，值得进一步认真研究。

按照《2019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3]的分

析，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中国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将

形成“X+1+N+X”油气市场体系，其中“1+N”就

是指由国家管网公司与多家省级管网公司组成的运输

系统。多家省级管网公司客观上可在输送成本、管理

效率上形成对标，有助于管网公司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4]，但“X+1+N+X”作为终极格局显然与天然气行

业的“X+1+X”改革目标不符。

本文认为，应该将“X+1+N+X”的“N”容纳

到其后面的“X”中，即省级管网公司成为下游充分

竞争的销售市场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由省级管网

为下游充分竞争的销售市场提供与国家管网一样公平

准入的基础设施。这样，后一个“X”代表的是富有

竞争力的区域天然气市场，可以依据不同地区的实际

情况，因地制宜地做出充分竞争的制度安排，而作为

全国一张网的“1”也将由国家管网公司的跨省管网

和多家地方管网共同形成。本文重点分析具有完善省

级管网的区域天然气市场如何形成。

2　以区域天然气交易平台建设为抓手促进下游

“X”的形成

2.1　区域交易平台的必要性

随着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天然气交易方式将发

生重大变化。原来运销一体化的格局下，上游生产商

（例如中国石油）的天然气通过其下属管道公司销售

给下游客户，气量由其相关部门统筹分配，价格则在

国家发改委的指导价基础上进行协商。新格局下，多

种气源和多个客户需要在竞争的环境下达成买卖，

市场主体从“一对一”的模式向“多对多”的模式转

变，交易方式从双边协商向多边竞争转变。

新的交易方式需要符合全新格局的天然气交易

平台。欧美发达的天然气发展实践都表明，平台化交

易是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在天然气发展初期市

场尚未成形的阶段，连接生产气田与用气客户的是单

线管道，价格或由双方商定，或由政府定价。随着天

然气市场的逐渐成熟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几乎所有

国家都采取了上游生产与管输分开、管输与销售分开

等强制性业务拆分措施，并鼓励新的市场参与者进入

上游生产、天然气贸易与销售等领域，天然气交易平

台应运而生。

在这个平台上，参与方不限于天然气生产商和用

户，还有许多贸易商、中间服务商、银行、基金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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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枢纽来开展活动，不承接其他枢纽的交易。

交易平台的核心功能在于撮合资源拥有方与使

用方的交易，促进“气－气”竞争，落实天然气资源

的高效率配置，为双方创造交易价值并提供交易的便

利性。本质上，天然气交易平台与传统农贸市场或小

商品市场没有什么差别，要么在产品丰富的地方搭

建，要么在消费集中的地方搭建，也可以在交通物流

方便、大家愿意来的地方搭建。

因此，天然气交易平台要么建立在资源富集的

生产区（例如亨利交汇点），要么建立在市场中心

（例如英国的国家平衡点），也可以建立在流通集散

地（例如比利时的ZTP枢纽）。但是，与一般商品交

易不同，天然气作为气体商品只能在特定地点或区域

的输气管网内才能实现集中式交易与实物交割，这样

的管网设施在欧美被称作交易枢纽。

2.2.2　欧美的交易枢纽分实体和虚拟两类

实体交易枢纽，指位于具体地点的天然气定价

和交割设施，包括输气管网及储气库、LNG接收站等

配套设施。实体交易枢纽发源并广泛应用于美国，这

是因为其市场主体一开始就比较多元化。早期的实体

交易枢纽选择建在多条管道的交汇点上，例如亨利枢

纽临近墨西哥湾产区，连接9条州际管道和4条州内管

道。后来，一些管道公司转变经营方式，将整条管道

或一段管道建成实体交易枢纽，枢纽内运输费率保持

一致，排除了地点对气价的影响。美国目前一共有24

个交易枢纽，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1988年成立的亨利

枢纽。亨利枢纽是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天然

气期货合约指定交割地，其价格是北美天然气交易的

基准价，在全球天然气贸易中有着重要影响力。

虚拟交易枢纽是指在人为划出的一定地域及该

地域范围内的天然气管网和储气库、LNG接收站等配

套设施，这些设施互联互通，天然气保持气质与气压

一致，交易可以在管网内部的任何一点发生，与所处

具体位置无关。英国于1996年开创了虚拟交易枢纽，

将全国范围的整个高压输气管网划定为国家平衡点，

作为英国市场的交易枢纽，建立了统一高效的天然气

他金融机构。他们参与交易的目的各异，实体机构和

贸易商大多是围绕着天然气进行商品买卖，但也不乏

通过参与交易来进行资产优化和风险管理的意义，金

融机构在支持实体机构买卖的同时，通过交易平台提

供各种衍生服务，或者通过价格波动实现投机利润。

交易标的物也不限于天然气商品本身，而是包

括管道容量、储气库容量、LNG储罐容量、LNG接收

站窗口期、LNG槽车运输能力等。天然气计量采用英

热单位、千瓦时或百万焦耳等能量单位，而非体积计

量。合同种类可以是围绕着实物交割的现货、即期、

远期合同，也可以只采用风险管理和资产优化的套期

保值合同，或者是实物与金融相结合的期货合同。

2.2　不同类型交易平台的功能差异

2.2.1　天然气交易中心（交易所）、交易枢

纽、交易平台的定义

交 易 中 心 或 交 易 所 （ t r a d i n g  c e n t r e 或

exchange）：没有基于实体市场但有指定交割地点，

只做线上撮合的合约交易场所，例如纽约商业交易

所，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大连商品交易所等。

交易枢纽（trading hub）：允许天然气作为气体

商品的合约进行实物交割的管网设施，例如美国的亨

利枢纽（Henry Hub），英国的统一天然气管网，荷

兰的高压和中压统一管网，浙江、四川、广东等的统

一管网等。

按照施训鹏的研究，交易中心或交易所是天然

气合同交易的平台，而交易枢纽是天然气产权交割的

物理地点[5]。交易中心和交易枢纽的关系不是一对一

的：一个交易枢纽的产品可以在多个交易中心交易，

一个交易中心可以交易多个不同交易枢纽的产品。

交易平台（trading platform）：基于交易枢纽来

撮合天然气交易，安排所有权转让的设施，包含实物

交割平台和电子交易平台两大部分。例如英国的国家

平衡点（NBP）就包含了作为实物交割平台的统一天

然气管网和电子交易平台。交易平台包括了交易中心

和交易枢纽两大功能，其交易中心只是基于自身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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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欧洲天然气市场的风向标。2001年，NBP成为伦

敦洲际交易所天然气期货合约的定价点和交割点。

NBP建立的初衷是为了保证整个国家管网系统的

天然气平衡，而这个点可以是管网系统中的任何一个

点，因为不涉及一个实际物流地点，而被称为是虚拟

平衡点，围绕着这个点展开的交易也因此称为虚拟交

易市场。NBP能够有效运营的基础是四通八达的天然

气管网基础设施，管网运营商将不同来源的天然气混

合在一起，保持管内气质和气压一致，进入这个管网

系统就相当于进入NBP市场，NBP因此也成为英国的

国家天然气市场枢纽。

3.2　荷兰TTF枢纽

荷兰TTF枢纽是一个类似NBP的虚拟天然气交易

中心，成立于2003年，由荷兰国家统一天然气公司

（Gas Unie）建立。2005年，荷兰政府将Gas Unie的

运输业务和销售业务进行拆分，由新成立的Gas Terra

公司负责销售，Gas Unie只负责管网运营。如今，

Gas Unie有两个相互独立的子公司Gas Unie GTS和Gas 

Unie Deutchland Network，分别运营荷兰本土和德国

北部的管网。

荷兰格罗宁根大型海上气田生产的是低热值天

然气，长期以来由一套中压管网系统运输到城市燃气

客户，其他本土小型气田生产的和从英国北海和挪威

大陆架进口的则是高热值气体，通过高压管网运到工

业和发电用户。因此，荷兰国家管网的实际运营区分

高压管网和中压管网分别进行平衡，两个管网之间

的转换通过向高热值气体注入氮气再输送到低热值管

网，而低热值向高热值转换的需求不多，如果需要，

可向低热值气体注入液化石油气（LPG）。新的用气

客户在申请管网接入时，需要标明所需气体是高热值

还是低热值，以及接入点的气体压力与温度。

由于两套管网系统的存在且热值转换比较复

杂，TTF成立初期发展缓慢。2008年，荷兰政府决定

将天然气的转换成本社会化，即不需要市场参与者落

实天然气质量转换，转换工作变成管网运营费用的

批发市场。

实体枢纽和虚拟枢纽代表了美国和欧洲两种不同

模式。美国国土面积大，城市分散，本土天然气产量丰

富，跨州或州内管道直接将天然气供应给大型客户或送

到各城市门站，再进入城市配气管网。美国选择实体交

易枢纽，并借助金融市场，开展基于实体交易枢纽的批

发市场的期货、期权和掉期等各类金融交易。

欧洲的情况正好相反，城市分布密集，且各国

天然气自产量很少，严重依赖进口，用气价格较高且

存在供应安全风险。欧洲各国特别是天然气市场发展

早的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天然气管网设施，

因此在欧洲更适合建立虚拟交易枢纽。但美国个别地

区，例如南加州，也采取了虚拟枢纽的做法，这说明

实体枢纽和虚拟枢纽并非截然区分的，而是实现天然

气市场化交易的工具。

3　在统一管网基础上建设天然气交易平台的欧

洲经验

欧盟已经建立大大小小的天然气枢纽共有21

个，但比较活跃的只有10个。英国牛津大学能源研究

院的帕特里克·希瑟（Patrick Heather）按照5个量化指

标（市场参与者个数、可供交易的产品、交易量、

可交易性即流动性、交易交割比）和3个非量化维度

（政治意愿、文化接受度和商界支持率）对这些枢纽

进行了综合评估，认为最成功、最成熟的是英国的

NBP枢纽和荷兰的天然气所有权转让设施（TTF）枢

纽，TTF在2016年超过NBP成为欧洲和世界上最成功

的天然气交易中心[6,7]。

3.1　英国国家平衡点（NBP）

英国的国家平衡点（NBP）建于1996年，范围包

括英国整个高压输气管网（NTS），由英国国家管网

公司的天然气分公司（National Grid Gas）负责运营。

NBP是欧洲历史最为悠久，也是流动性最强的天然气

交易枢纽之一，NBP与荷兰TTF的天然气价格均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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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管道运营商必须遵守的“天然气管网运营法

则”（network codes）。该法则包含管道容量分配、

天然气平衡、管网服务费、不同区域之间的兼容性和

数据交换以及管网运营的透明度等。指令要求专门成

立欧盟天然气运输系统运营商协会（ENTSOG）来完

成此项任务，还要求各国的能源市场监管机构提供本

国的天然气市场架构设计，以“支持透明而高效运营

的批发市场”的产生。

NBP和TTF的成功实践为欧盟各国的天然气市场

架构设计指明了方向。2011年6月，欧洲能源监管机

构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an Energy Regulators）提

出了“欧洲天然气目标模型愿景”[8-10]，描述了一体

化的欧洲天然气市场理想布局、核心构件和落实步

骤。2012年3月，该目标模型得到了欧盟的认可。目

标模型设立了欧洲作为整体希望看到的天然气市场格

局应该是一个“赋能市场参与者、相互链接、安全

可靠”（Market Enabling, Connecting and Securing，

MECOS）的一体化天然气市场。

3.3.2　欧洲天然气一体化市场要素构成

多个有效运营的批发市场是欧洲天然气目标模

型的奠基石。欧洲天然气市场监管者认为，有效运营

的批发市场应该是一个统一的价格形成区域，现有或

未来参与者都能够平等进入到这个区域，该区域具有

很强的流动性，能够在现货市场或远期市场产生可靠

的价格，并且任何单个交易都无法扭曲市场价格。

有效运营的批发市场需要以下几个要素：1）足够多

（至少5个）积极参与交易的批发商，各自把天然气

资源注入市场，然后在他们之间或与其他市场参与者

进行交易；2）至少有3家不同的天然气生产商直接或

间接地给这些批发商提供天然气；3）许多天然气终

端客户。简单地说，就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气源和足

够多的客户。结合统一管网，这样的批发市场即是

“X+1+X”模式。

欧洲市场监管者进一步指出，一个有效运营的批

发市场应该包含许多入口和出口的天然气管网，加上一

个虚拟点，作为该市场唯一可以进行所有权转让交易的

一部分由集体分摊，从而使平台上的交易变得更加简

单，此举有力推进了TTF建设。

TTF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荷兰地理位置优越、

基础设施完善、气源供应充足等条件，以及提供不同

热值天然气的转换服务、跨国管道容量交易等。目

前，TTF是欧洲大陆唯一的基准枢纽，其他欧洲大陆枢

纽的价格基本按照TTF价格升贴水定价。洲际交易所

（ICE-ENDEX）、欧洲能源交易所（EEX）等能源交

易所都推出了以TTF为交割地的天然气现货、期货、期

权品种。2018年，TTF的交易量是NBP的1.9倍，交易交

割比（churn rate）高达71，远高于NBP的17和成熟交易

市场的门槛，交易交割比为10。TTF和NBP的交易总量

已经达到欧洲所有交易枢纽天然气交易总额的87%，

与基于实物的美国亨利枢纽（2018年的交易交割比为

54）形成全球3个最有影响力的交易平台。

3.3　欧盟天然气市场目标模型

3.3.1　欧洲天然气改革进程与一体化市场布局

NBP和TTF的实践，离不开欧洲天然气市场一体

化的大环境。1998年起，欧洲围绕着天然气基础设施

进行了3次改革。1998年第一次改革，要求天然气基

础设施实行强制性第三方准入，开放了各国的天然气

市场。2003年第二次改革，加强了对天然气基础设施

成本的监审力度，各国成立了独立监管机构，推进跨

国管道建设。2007年第三次改革，进一步要求天然气

基础设施经营管理保持独立性、公平性和透明度，管

道公司的销售业务被剥离，只承担管输服务功能，管

道公司运销一体化的垄断经营被彻底打破。

3次改革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国区域市场的形

成和区域性天然气价格的出现。如何进一步规范这

些区域市场，并逐步将这些区域市场整合在一起，

形成在欧盟层面的一体化天然气市场就成了欧盟决

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2009年7月，欧盟发布“第三

次能源改革关于欧盟境内天然气市场运营规则”指

令（2009/73EC）和“天然气管网准入条件”指令

（EC715/2009），要求在欧盟范围建立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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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报告评估了2005－2018年期间全球天然气价格的形成机制（油价挂钩、气-气竞争、垄断定价、净回值、政府定价-成本核算、政府定价-
社会福利），发现气-气竞争定价在全球天然气贸易中的比例从2005年的31%扩大到2018年的47%，西北欧的比例则是从2005年的28%增加到2018
年的96%。报告发现，2018年油价挂钩组的全球平均批发气价是7.76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而气-气竞争组的平均批发气价只是4.36美元/百万英热
单位，而且西北欧的TTF批发价格也要低于油价挂钩的批发气价。

行业的参与者都大力支持的国家，任何一方面的缺

失都将阻碍交易枢纽的发展。施训鹏[12]在此基础上，

增加了一些影响交易枢纽发展的技术性因素，例如规

章制度和本地监管条例、是否有多元化的供应、长期

合同的双边定价向枢纽定价转型等。欧盟将天然气合

同中的“目的地条款”视为非法，德国政府取消意昂

（E.ON）公司与其分销商直接的天然气长期合同，

德国联邦法院禁止将天然气的价格与燃料油的价格挂

钩等举措促进了交易枢纽的发展。相反，意大利和法

国在枢纽的发展上滞后，也正是因为它们限制跨境交

易并且没有管制好市场的主导企业。

发达的天然气交易枢纽给当地的消费者带来了

实惠。根据欧盟委员会2014年10月发布的一份评估报

告，欧洲交易枢纽最发达的两个国家，英国与荷兰，

也是全欧天然气批发价格最低的，2014年一季度分别

为21.62欧元/兆瓦时和21.58欧元/兆瓦时，而市场机制

非常欠缺的国家，例如瑞典和希腊，天然气批发价格

则在30欧元/兆瓦时以上。国际燃气联盟[13] 2017年的

数据证实，英国与荷兰的天然气批发价格是欧洲最低

的，比距俄罗斯更近的波兰以及距北非天然气出口商

最近的西班牙的价格都要低很多①。

4　中国天然气交易枢纽的布局与建设

中国如何布局和建设自己的交易枢纽？一方面

中国国土辽阔，与美国相差无几。另一方面中国东部

人口密集，又与欧洲非常类似，一个省无论从人口还

是GDP规模都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有自产天然

气，还有管道和LNG两种进口气源作为补充。从天

然气发展阶段以及改革实践看，中国的天然气体制改

革，从初期天然气购销合同的“照付不议”条款，到

后来天然气价格改革的“净回值”定价体系，以及目

前正在进行的网销分离和“管住中间，放开两头”市

地方。这样就可以集中交易，增加流动性，并使得产生

的价格具有代表性。在这样的批发市场区域中，天然气

交易只需要关注从哪里注入或从哪里提取，并且注入口

和提取口不需要绑在一起，以方便交易，降低准入门

槛。整个区域由虚拟交易点（VTP）来代表，输入该区

域的所有天然气均可以看作是输送至虚拟交易点，从该

区域输出的所有天然气也均可看作来自虚拟交易点。拥

有不同气源的批发商、中间商、托运商和众多下游消费

者都可在虚拟交易点中进行交易，他们之间的交易形成

了真实可靠的枢纽价格。

3.3.3　NBP和TTF作为高效批发市场的成效

NBP和TTF就是上述有效运营的批发市场区。巴

林加（Baringa）咨询公司[11]在评估TTF运营效益的报

告中列举了高效批发市场能够产生5个方面的直接好

处。1）根据欧盟监管机构合作署提供的数据估计，如

果法国也能建成如TTF这样的设施，全法国居民客户

每年可以节约12亿欧元的开支，意大利的居民消费者

则可以每年节约28亿欧元。2）提供了透明的批发价格

及形成过程，有利于各方参与，并对各种产品直接进

行比较。高流动性和交易交割比有效防止少数参与者

控制市场的可能。3）支持市场参与者用较低成本完成

交易，众多买家和卖家，加上众多把商品运往市场的

途径，使得交易成本很低。4）较低的准入门槛，为各

方提供直接高效的买卖平台，方便更多的企业加入，

由此增加竞争、降低价格、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更高水

平的创新。5）为天然气生产商和供应商提供了套期保

值等风险管理的工具。其他方面的间接好处包括有效

的资源配置、支持高效运营的电力市场、保障基础设

施投资效益、提高能源安全保障程度、降低最终用户

的用能成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等。

按照帕特里克·希瑟对欧洲的21个交易枢纽所作

的量化评估，发展比较好的枢纽都是在天然气市场化

改革的政治意愿强烈、热衷贸易的商业文化及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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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批发市场的建设必须符合市场化改革的

方向和大的市场布局。英国与荷兰在虚拟市场枢纽

的基础上建立的NBP和TTF交易中心为欧洲的市场化

改革作了先试先行的探索，最终被欧盟监管者和政治

决策者作为整个欧洲天然气目标模型核心要素的范

例而得到认可。同样，中国的区域天然气市场建设

符合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可以在明晰的

“X+1+X”全国天然气市场目标布局下，在具备条件

的省份先试先行。

3）区域批发市场和交易平台的建设必须尽可能地

降低准入门槛，增加流动性。在这方面，无论是NBP

与TTF的运营方式，还是欧洲天然气目标模型推荐的入

口－出口区域市场模型，都是围绕着降低门槛增加流

动性这一核心目标。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但平台的

生命力最终还是取决于其对市场参与者的吸引力。

4）管网运营法则是天然气市场融合的核心。欧

盟希望各个区域天然气市场逐步融合，最终在联盟

层面形成一体化的天然气市场，靠的是法律效力，

即所有管网运营商都必须遵守的天然气管网运营法

则。这是欧洲多个天然气批发市场融合成一体化市

场的核心部件，也是中国今后地方管网与国家管网

融合的关键纽带，即国家管网公司与地方管网公司

主要依靠管网运营法则，而非单一的股权关系来融

合，进而共同形成“全国一张网”。

5　探索以浙江为试点建设区域天然气市场

浙江是中国沿海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而且

已经建成全省环网，当地政府为建立区域天然气批发

市场和天然气交易平台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浙江

重视贸易的商业文化气息浓厚，具备在中国先试先行

建设竞争性区域天然气市场的条件。

5.1　浙江具备建设虚拟交易枢纽的条件

浙江已经建成的全省环网，在统一管网基础上

已有近20年运营经验，具备了天然气管网运行调度、

场化改革，可以同时借鉴欧、美的成熟经验。

4.1　中国的天然气交易枢纽可以虚实结合

中国的天然气交易枢纽，可采用实体枢纽和虚

拟枢纽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布局。即在天然气管网交汇

的地方（例如宁夏中卫、河北永清），建立实体交

易枢纽，而在已经建成或可以建成统一管网的消费

地区，例如浙江、广东和川渝地区，建立虚拟交易枢

纽。这样，从全国来看，大的布局是一个由主干管网

组成统一的管网体系，但在特定区域，存在多个类似

于欧洲的虚拟枢纽[14]，每个交易枢纽通过供需平衡形

成自己的枢纽价格，枢纽之间通过无套利均衡（差价

不大于输送成本），实现全国天然气市场的一体化。

各交易枢纽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参与者多、交易

量大、流动性好、透明度高的交易枢纽将逐渐成熟并

发展成为类似TTF相对于欧洲大陆的中国基准交易枢

纽。诸如目前的沪、渝天然气交易中心和其他地方的

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多个交易枢纽与交易中心互相协

作，共同促进中国天然气市场的流动性提高。

这样的布局符合国家油气体制改革希望实现

“X+1+X”目标的格局，其中后一个X指的是多个包

含省级管网在内的竞争性区域天然气批发市场。

4.2　借鉴欧洲经验，建设好中国的区域天然气市场

在国家“X+1+X”油气改革的大格局下，第一

个X，即区域天然气批发市场建设是本轮油气体制改

革成败的关键。欧洲经验对中国建立区域市场的借鉴

意义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交易平台的建设必须与区域天然气批发市场

的建设同步进行，相互支持，而批发市场的硬件基础

就是一张互联互通、能够支持虚拟枢纽功能的统一管

网。脱离实际批发市场的交易平台将是空中阁楼，

交易量无法做大，形成的价格也不具有代表性。因

此，统一管网、批发市场和交易平台要实现“三位一

体”。NBP和TTF实际上也是多气源+统一管网+多用

户的“X+1+X”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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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属性。在浙江开展天然气区域市场建设试点，实现

电力与油气改革的双轮驱动，可为全国能源改革积累

先行先试的经验。自贸区及“若干措施”在金融与贸

易相关领域的许多政策，可以为浙江区域市场的建设

提供配套支持。浙江对外开放程度高，世界油商大会

已在此连续举办三届，在全球油气领域树立了一定的

品牌效应。作为一个本土资源匮乏、依托贸易发展的

经济大省，“浙商”文化将有利于交易平台的快速建

设与有效运营。

5.2　对浙江开展区域天然气市场试点的建议

基于以上条件，建议浙江在中国油气改革的大

框架下先试先行，将省级管网、LNG接收中心、天

然气交易平台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建立竞争性的

区域天然气批发市场，支持国家级LNG接收中心的建

设，为国家油气体制改革目标“X+1+X”中后一个

“X”提供一个区域市场的样板。

这样的区域市场可以支持浙江实现“形成有竞

争力价格体系”这一改革目标，同时为中国的天然气

市场化改革注入活力。中国天然气市场化的最终格

局，可以在浙江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国家管网

公司与地方管网公司之间的关系。国家管网公司的职

能更多地在于通过统一的管网运营规则，将全国多个

区域天然气市场的运营串联起来，使得天然气在不同

区域之间按照其价值进行有效分配，实现全国天然气

市场的一体化。

浙江竞争性天然气市场建设的核心是实现管销

分离、管道独立、管网向第三方公平开放，从而具备

上游供应、下游销售市场自由竞争的最基本条件。在

这一基础上，设定环网上的进气口与下气口，制定容

量使用规则和管输价格；建立和完善天然气托运商制

度，明确新进入主体的权利义务；建立强有力的地方

监管机构及监管规则，确保公平开放得以贯彻；通过

天然气交易平台的建设，设定交易商主体资格，制定

交易规则，明确相关方责权利，确保市场有效运行。

基于天然气批发市场实际交易的浙江天然气交

易平台，将有别于现有的沪、渝天然气交易中心，更

加有助于形成被国际市场参与者接受、具有国际影响

管网平衡、保供调峰、负荷预测等方面的实际经验，

所执行的同网同价政策也为今后虚拟枢纽管网内的

“邮票式”定价打下了基础。浙江存在多气源供气结

构（目前已经有13个注气点，即气源入网点），浙江

拥有西气、川气、东气、宁波LNG、丽水36-1、新疆

煤制气、新奥LNG等气源。在未来围绕着LNG接收中

心的多个LNG接收站建成以后，浙江管网将会有20多
个注气点为统一管网注气，国际LNG资源、中亚及俄

罗斯进口管道气、国内管道气、东海天然气、新疆煤

制气将形成有效竞争。

浙江经济发达，市场空间较大，但2019年的天

然气消费总量只有150亿立方米，远不及江苏、广东

等省份，天然气需求仍有较大增长空间。浙江有12
吉瓦的天然气发电机组，目前，年平均利用小时只

有1000小时，远没有达到经济运营的小时数。浙江省

发改委预计，到2035年，全省的天然气消费量将达到

450亿立方米，超过荷兰目前的360亿立方米/年的消

费量。浙江省的终端城市燃气有华润、新奥、中华煤

气、昆仑燃气、中国燃气、深圳燃气、浙能城燃以及

地方投资平台等多家投资商开展竞争，民营资本、国

有资本以及外资均有涉及，全省89个县、区，有城市

燃气企业超130多家，市场充满活力。

浙江省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油气体制改革，率先

提出地方管网改革的具体目标和举措，在政策、制

度等方面为浙江建立区域天然气批发市场和天然气

交易平台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20年2月发布的

《2020年浙江省能源领域体制改革工作要点》，明确

了全省天然气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价

格体系，并要求稳妥推进管网独立、管输和销售分离

改革，在合并浙江浙能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和浙江省

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的基础上，组建各类资本参与的

混合所有制“浙江省天然气管网公司”。国务院最近

颁布的支持浙江自贸区油气全产业链开放的若干措

施，特别是天然气交易平台和LNG接收中心的建设，

为区域市场的建设添加了动力。此外，浙江省2020年
4月29日颁布了《2020年浙江省电力直接交易工作方

案》，在售电市场采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定价模式，

打破中国电力长期以来统购统销模式，还原电力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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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天然气价格指数。正如NBP和TTF被欧洲能源交

易所（EEX）和伦敦洲际交易所（ICE）作为交割地

一样，浙江批发市场也可以成为沪、渝天然气交易中

心以及今后在浙江或其他省市建立的天然气期货交易

市场的交割地，从而与沪、渝交易中心实现互补式的

差异化定位。

在统一管网基础上，基于欧洲成功模式建设的

浙江天然气批发市场，可以使浙江成为中国最具竞争

性的天然气市场之一，吸引国际LNG资源进入浙江市

场，并通过浙沪、浙苏、浙皖联络线和西气东输、川

气东送及国家沿海干线，输送到临近和内陆省份，实

现“海气西送”。入浙的LNG可以在有效距离内（例

如浙江至河南段）替代西气东输管线从新疆运送过来

的天然气，从而节约大量的运力和费用，提高全国天

然气基础设施利用效率，降低成本。

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新

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要求，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

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

济制度经验和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

国际接轨，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按

照这个要求，吸收借鉴欧洲各国成熟市场的经验，在浙

江这样有条件的区域进行试点，获得改革的早期成果，

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天然气价格指数，对整个天然气

市场化改革都将是大振信心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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