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巴州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实施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十四五”时期深

化价格机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发改价综〔2021〕496

号），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理顺天然气价格

机制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能价〔2023〕496号）等文件

精神，规范我州天然气价格管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作用，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现制定巴

州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实施办法。

一、总体目标

为进一步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更好发挥价格杠杆的调

节作用，坚持市场化方向，加快构建能够有效反映天然气供

求变化、与市场化交易机制有机衔接的价格形成机制，提高

燃气企业保供能力，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能源有效

利用和天然气供销市场的平稳发展，加快确立市场在天然气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坚持因地制宜。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燃气企业

经营状况、气源供应价格、终端用户承受能力等，制定符合

巴州实际的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政策。

坚持稳慎推进。在认真调研、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科学



制定联动范围、联动周期、启动条件和调价幅度，按照《政

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履行价格听证程序，确保建立联动

机制和调价工作依法合规。统筹兼顾行业上下游发展、经济

效益和社会公平，把握时机和力度，确保联动机制有序实施。

坚持保障民生。充分考虑用户承受能力，居民用气价格

联动要坚持平稳、从紧的原则，合理控制天然气终端销售价

格联动调整幅度，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三、主要内容

（一）价格构成

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购气价格+配气价格。其中：购气

价格是指燃气经营企业向上游气源购买的天然气价格，对于

同一定价区域存在多家燃气企业、同一燃气企业存在多路气

源的，购气价格按加权平均确定；配气价格是指燃气经营企

业在经营范围内通过城镇燃气管网向用户提供燃气配送服

务的价格，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制定。

（二）联动方法

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主要是指天然气购气价格和终

端销售价格联动。

价格联动调整额=(计算期平均单位购气价格-基期平均

单位购气价格)÷(1-购销差率)。

基期是指上一次燃气价格制定(或调整)的时间。计算期

是指基期至当前提出调价申请的期间。

购销差率原则上不超过 5%，运行 3 年(含)以上的管网不



超过 4％。

联动调整后的终端销售价格=基期平均单位购气价格+

配气价格+价格联动调整额。

（三）联动周期及联动机制的启动条件

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理顺天然气价格机

制有关事宜的通知》要求，制定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周期

及联动机制的启动条件：

1、居民用气

联动周期：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周期不少于 2年。

联动机制的启动条件：居民用气平均单位购气价格变动

幅度达到或超过 12%,变动金额达到或超过每立方米 0.12元。

2、非居民商业用气

联动周期：非居民商业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周期为天

然气购销合同签订周期。

联动机制的启动条件：非居民商业用气平均单位购气价

格变动幅度达到或超过 12%，变动金额达到或超过每立方米

0.12 元。

在联动周期内，当购气价格变动达到启动条件，终端销

售价格相应调整，未达启动条件时，终端销售价格不作调整，

纳入下一调价周期累加或冲抵。如国家、自治区对天然气价

格机制另有政策规定，按照有关政策执行。

（四）价格联动申报程序

各上游供气企业在门站（供应）价格调整（浮动）前应



向各县（市）价格主管部门及燃气经营企业提供调价依据，

各燃气经营企业向所在县（市）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价格调整

申请，包括有关经营情况、购气成本（包括购气合同、发票、

结算单据等）资料。县（市）价格主管部门对企业提供资料

进行初审，报州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联动机制的相关规定，

在严格审核购气成本等材料真实性后，对联动调整额进行审

核测算，结合企业收益率等情况，制定价格调整方案发布实

施。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相关规定，居民、非

居民商业用气销售价格联动不再履行价格听证等程序。

四、措施与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控制采购成本。天然气上下游价

格联动机制是天然气价格改革的重要环节，是天然气输配价

格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下游燃气企业平稳运行，关系

居民和用气企业切身利益，各县（市）要高度重视，加强与

燃气经营企业沟通协调。燃气经营企业应密切关注天然气市

场动向，充分预判经营区域内天然气需求量，以合理价格采

购天然气，切实控制气源采购成本。

(二)做好政策宣传，维护市场稳定。各县（市）要采取

多种形式，宣传天然气资源现状、市场供需形势以及实行价

格联动机制的重要意义。燃气经营企业应主动通过媒体向社

会公示包括计算期气源综合采购成本及变动情况，接受用户

咨询，做好解释工作。同时要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强化市场



监测分析预警，制定应急处置预案，防止公众误会曲解和群

体事件，确保联动机制顺利实施。

(三)加强信息公开、确保机制有效实施。各燃气经营企

业要按照价格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定调价所需资料，上游供

气企业应当配合价格主管部门核实下游燃气经营企业提供

资料的真实性。燃气经营企业所提供的资料要进行媒体信息

披露，对拒不配合、故意瞒报、虚报信息等情形，采取失信

联合惩戒、降低准许收益率和终端气价疏导幅度等措施进行

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