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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以来，国际大宗能源价格高位震荡，天然

气进口成本增加，市场呈现“价增量减”形势，资源

供应主体减少进口 LNG 资源，在国产气产量同比增长

6.8% 的情况下，市场仍然存在较大刚性缺口，需要通

过现货代采等市场化运营方式增加天然气资源供应，

弥补市场缺口，保畅供需平稳。本文重点分析 A 公司

按照“风险共担、平进平出”原则，响应市场客户需 

求，试点实施年度销售合同增配现货代采资源，推进

市场化运营保供的思考与实践。

1 2022 年天然气市场形势

1.1 国际市场

地缘政治博弈引发全球天然气市场格局发生了深

度调整。2022 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降至 4 万亿 m3，同

比下降 0.8%。全球天然气产量增速下降，2022 年产

量 4.25 万亿 m2，增速放缓至 0.4%。全球天然气贸易

量连续三年下降，贸易格局出现历史性调整，俄罗斯

管道气逐步退出欧洲市场，美国加大对欧洲液化天然

气的供应。国际气价历史性上涨，并且剧烈波动，欧

洲 TTF、东北亚 JKM 现货指数价格均不断刷新历史高

值，国际市场价格跌宕起伏。

1.2 国内市场

天然气消费增速降至历史最低，进口资源首次出

现负增长，国产气“压舱石”作用突显。2022 年，受

新冠疫情、进口成本高企等因素影响，我国天然气消

费量 3675 亿 m2，同比增长 0.6%。天然气供应结构出

现显著变化，一方面国产气产量 2226 亿 m2，同比增速

6.8%；另一方面天然气进口首次负增长，其中管道气

进口量 631 亿 m2，同比增速 8%；LNG 进口量 6344 万 t， 

同比下降 19.6%。

2022 年初，国内天然气需求持续旺盛，但受国际

气价居高不下影响，市场资源方普遍减少了现货 LNG

资源，天然气进口量下降导致资源减少，供不应求矛

盾较为突出，全年供需偏紧态势已在年初显现。在现

货 LNG 价格持续走高的形势下，市场化天然气价格超

出市场客户价格承受能力，地方政府和市场客户采购

国产气资源的意愿十分强烈。

2 天然气市场供需的主要矛盾

从需求侧看，虽然受 2022 年国际油气价格高企

供应成本增加、国内宏观经济承压运行和新冠疫情等

因素影响，消费需求有所回落，但是国内天然气市场

韧性依然强劲，年初 A 区域市场客户反馈刚性资源缺

口较大，提出刚性需求缺口，希望资源商可以增加天

然气资源供应量。A 区域天然气发电用气量占比接近

全省天然气消费量比重较大，2022 年由于新投产气电

机组用气需求增加、其他资源供应主体减少现货 LNG

采购等因素影响，市场出现较大供需缺口，保障迎峰

度夏天然气发电用气需求成为现实迫切需要。

从供给侧看，受现货 LNG 价格持续走高影响，其

他资源方资源成本快速上涨，叠加第二梯队减少采购

现货，进口 LNG 呈现价增量减的市场特点，市场供需

紧张形势进一步加剧。2022 年，其他资源供应主体在

A 区域增量资源较为有限，市场出现供需缺口，且随

着 JCC 油价攀升，部分客户与其他资源主体签订的长

协合同价格持续上涨。供给侧总体呈现价格上涨、资

源增量有限的形势。

从价格看，国产气价格相对比较有优势，近年来

国产气增储上产，保持了高位增长，加快储气库扩容

达产和注采转换，有力的维护了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

鉴于国产气的价格优势，市场客户普遍希望在资源中

加大国产气占比，降低自身资源采购的综合成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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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气增量难以满足市场全口径增量需求，叠加进口

资源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因此需要通过国产气和进

口气搭配，向市场提供所能承受的合理价格。

从现货代采开展经验看，2021 年夏季 A 区域高温，

天然气发电负荷明显增长，电厂客户临时提出天然气

现货代采需求，但由于未在年度合同中锁定，且客户

需求随市场价格波动、气温走势不断发生变化，实施

难以落地。2021 年冬季提前筹划，通过线上交易冬季

预售方式，实现现货资源顺价销售，以“平进平出”

的市场化方式，缓解了冬季保供期间的供需缺口。

因此，为保障天然气资源稳定供应，缓解刚性需

求缺口，有必要创新合同模式，统筹兼顾天然气资源

保供与稳价两种因素，通过试点年度天然气销售合同

增配现货代采资源，增加资源供给，提升保障能力，

疏缓市场需求刚性缺口矛盾，实现在复杂多变市场新

形势下的天然气现货代采市场化运营保供。

3 年度合同增配现货，稳价增量保障能源供应

鉴于市场痛点主要在天然气资源供应量不足，而

国际市场 LNG 价格远超市场价格承受能力，结合 A

公司整体资源池的特点及优势，采取天然气营销模式

创新，通过“年度合同指标 + 现货代采资源”的方式，

实行年度合同资源量与现货增量按照一定配比进行统

筹签订，将现货资源纳入年度合同资源大盘子，利用

资源池优势摊薄高价的现货 LNG 成本。

年度合同签订时，一方面，以不超过市场价格承

受能力为底线，在无法精准预测的国际市场环境下，

适当提高现货采购成本预期，测算可顺价现货资源量，

在配置年度合同资源时，现货资源纳入市场客户年度

合同签订量，锁定现货代采资源量；另一方面，年度

合同内明确现货代采资源价格公式，确保价格计算公

开透明，通过均摊顺价方式，有效降低客户的采购综

合价格，传导实现终端用气成本的有效控制，确保现

货资源锁量稳价。

3.1 制定合理制定价格公式

如何实现现货代采量价与年度购销合同签订机制

有效衔接，在年度合同签订时锁定现货量价，是推进

现货代采业务的核心，也是供需双方关注的关键点。

首先，结合市场客户用气需求缺口、LNG 接收站可利

用窗口期等情况，落实可采购的现货资源量，并将现

货资源纳入市场客户年度合同签订量，从而以年度合

同锁定现货代采资源量，构建年度营销策略增配现货

基础。

同时，按照市场客户接受度较高的“风险共担、

平进平出”成本顺价模式，在年度合同内，明确现货

代采资源价格公式，确保价格计算公开透明，确定包

括月度现货 LNG 均价、美元汇率、气化率、气化费、

管输费等要素的综合价格公式，现货 LNG 均价取值为

月度之前的固定期限内均价，避免极端情况下的市场

风险，实现公平合理顺价，得到市场客户广泛认可，

对这一机制给予高度评价。

3.2 实行可行性论证分析

现货代采业务是国家管网基础设施公平开放后，

有效获取资源的渠道，但单一的现货资源成本风险较

高，因此市场客户更倾向于由上游资源方协助现货代

采。同时，各地天然气市场化程度不同，为保障天然

气资源成本在合理区间，确保现货代采资源全采全销，

在推广实施前，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从多维度进行可

行性论证。

3.2.1 摸排顺价基础

近几年，各地先后发布顺价文件，推动天然气成

本顺导。2021 年以来，多地市续出台了天然气顺价销

售机制，确定了天然气定价调整策略，对顺价销售给

予政策扶持，天然气价格市场化认知程度逐年提升，

终端顺价政策基础和市场基础更加牢固。

3.2.2 开展可承受价格能力分析

价格是天然气市场供需的杠杆，合理的销售价格

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价格测算以市场客户价格承受

能力作为分析参考的重要依据。建立市场客户价格承

受能力模型、合理价格成本下现货代采量价模型，结

合其他市场供应主体价格政策、市场化价格水平等要

素，开展多维度比对分析，找准现货资源采购平衡点，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针对城燃、天然气发电、工业、

CNG 等不同行业客户，测算可承受价格，按照预测的

不同现货价格，测算综合销售价格，当“年度合同量

价 + 现货代采量价”的加权平均不高于终端承受能力

时，具备开展现货代采业务的前提，同时利用资源池

优势，有效摊薄国际市场现货资源高价，稳定综合销

售价格，在保障市场客户用气增量需求的同时，促使

其他供气主体稳定国内量价，实现了国内市场稳量稳

价。

3.2.3 实行公允销售策略

根据年度合同资源及销售价格，在保障市场良性

健康发展的合理价格区间内，测算年度合同可增配现

货代采量，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价格策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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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现货资源按照相应比例配置到市场客户，增配后

保障天然气价格仍然处在合理区间，在与市场客户协

商取得一致意见后，确定额外增签现货代采资源量，

并在签订年度合同时确定资源占比情况，确保公平合

理推进顺价代采。

3.3 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试点非采暖季现货代采

2022 年，A 区域由于新投产气电机组用气需求增

加、其他资源供应主体减少现货 LNG 采购等因素影 

响，出现刚性需求缺口，气电发电高峰日天然气需求

缺口较大，且天然气市场化程度高、资源供应主体多

元、价格承受能力强，天然气市场化程度较高，地方

政府及客户市场化接受程度较高，试点实施现货代采

市场化运营的条件较为成熟。

在实施过程中，落实客户至上理念，以客户的需

求为导向，创新推出市场产品方案，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采取精准营销策略，在全国资

源基本盘确定、市场存在刚性缺口的情况下，积极响

应客户痛点难点诉求，研究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创新

推出年度合同增配现货代采的产品方案，增加天然气

资源供应，满足客户刚性需求。2022 年，在 A 区域

试点实施非采暖季现货代采资源，有效缓解迎峰度夏

期间天然气发电用气缺口，提供了有力的能源保障，

增配后对比其他资源供应主体，综合销售价格仍然保

持在合理区间，发挥了稳定市场价格作用，获得地方

政府和市场客户的高度赞扬。

3.4 总结推广现货代采模式

在充分总结 2022-2023 合同年试点 A 公司非采暖

季现货代采经验的基础上，2023-2024 年将现货代采

机制进一步推广至其他地区，以及合同年全覆盖增配

现货，增配现货代采资源后，2023-2024 年可销售资

源量同比增幅明显；特别是在价格承受能力较强的沿

海省份，提出更高比例的现货代采资源增配需求，实

现一定资源增量，有效缓解了供需矛盾，确保了天然

气资源的稳定供应。

4 保供成效显著，履行国有企业三大责任

A 公司试点年度合同增配现货代采资源模式，大

幅提升了资源保供能力，稳定了市场价格，在年度合

同机制上探索出新路子、开创新模式、实现新突破，

兼顾了国有企业政治、经济、社会三大责任，获得地

方政府和市场客户的高度肯定。

4.1 发挥能源保障“顶梁柱”作用

A 公司在供需偏紧的形势下，千方百计创新举措

增供，有力的缓解了天然气需求缺口，保障了迎峰度

夏期间和冬季保供期间资源供应。通过现货代采市场

化运作，A 公司实现 2022 年可供资源量和市场占有率

明显增长，获得地方政府和市场客户的高度评价，展

现了 A 公司立足“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挥了 A 公司在天然气产供储销体

系中的能源保供的“压舱石”和“顶梁柱”作用。

4.2 降低客户采购综合成本

实行年度合同增配现货代采资源模式，增配的现

货代采资源，保障了 A 区域 2022 年非采暖季用气高

峰期用气需求，天然气资源量同比增长明显。同时，

通过年度合同资源稀释后，有效降低客户采购市场化

LNG 资源综合成本，价格对比其他资源供应主体仍具

有优势，稳定 A 区域天然气供气价格在合理水平、市

场承受能力范围，在多资源主体竞争市场发挥了价格

“压舱石”作用，年度合同增配现货代采资源模式更

易赢得市场认可和推广。

4.3 推价天然气价格市场化进程

现货代采实行“风险共担、平进平出”的市场化

原则，通过年度合同增配现货代采资源，实现综合销

售价格与现货价格挂钩联动，促使市场客户逐步接受

随市场供需形势变化的价格，推动市场化价格体系逐

步深化。

5 结论

近年来，随着天然气价格市场化走向深入，天然

气行业发生全方位的深刻变革，对产业链的每一环节

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销售业务作为产业链最末端，

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适应市场变化，实现

高质量发展。

实践证明，年度合同增配现货代采资源，实行“风

险共担、平进平出”原则，实现资源供应增量，能够

有效缓解市场缺口，降低客户综合采购成本，推进价

格市场化进程，较好的实现天然气现货代采市场化运

营及保供目标。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天然气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随市场供需形势的变化，不断

完善天然气购销合同机制，推出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

能源产品方案，以市场化手段推动优化资源配置，确

保经济社会发展用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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