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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日发

布公告，计划于2021年8月至10月开展LNG接收站中长期“窗

口期”集中受理工作，服务期限为 5~20年，这个被称为天然

气行业的重磅新闻，将对整个天然气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管

网公司”）于 2019年 12月 9日成立，负责全国油气干线管

道投资建设，负责干线管道互联互通及与社会管道联通，形

成“全国一张网”，负责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的管道输送，

并统一负责全国油气干线管网运行调度，定期将基础设施向

所有符合条件的用户公平开放等。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以下简称“LNG接收站”）是指接

收储存液化天然气（LNG）然后往外输送天然气的装置，是

进口 LNG的重要设施之一。

按照《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发改能源规

〔2019〕916号）有关要求，国家管网公司计划于 2021年

8~10月开展 LNG接收站中长期“窗口期”集中受理，此次

中长期集中受理服务期限为 5~20年，服务起始日为 2022年

4月 1日。此次中长期集中受理的标的设施为中国辽宁大连、

天津南疆、揭阳粤东、深圳迭福、广西北海、海南洋浦、广

西防城港 7座 LNG接收站。

LNG接收站开放了中长期窗口，具有很多积极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有利于冬季保供；第二，

是有利于国家管网集团提升接收站基础设施综合利用率；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于托运商采购长期可靠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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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资源。

接收站开展中长期窗口期的开放，让原本只能采购 LNG

现货的托运商们可以依靠 LNG接收站中长期的窗口期在国际

上开展中长期的资源采购。一般情况下，业内普遍认为中长

期资源采购的价格会比一船一采的现货价格更有优势，尤其

在 LNG现货价格持续高涨的年份（见图 1）。

2021年中国 LNG现货到岸价从 3月份起波动上涨，从

4月份开始，东北亚 LNG现货到岸价持续高于长协价格，6

月份的现货价格是去年同期的 464倍，是前年同期 305倍。8

月份已经达到了 16美元 /百万英热的高价，长协价格预计在

10美元 /百万英热。

按照 16美元 /百万英热的现货价格计算，进口 LNG在

接收站出站时的成本价已超过 5500元 /吨，而目前国内 LNG

接收站出站价格多数还未达到 5500元 /吨，价格严重倒挂，

且淡季高价导致 LNG市场需求缩紧，让众多想在上游试水的

托运商望而却步。

因此，国家管网公司的中长期公告一出，中国天然气行

业的大小托运商们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基本实现下游天然气销售的多元化，中国

城市燃气市场已经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全国燃气企业约

有 3000家多家，基本形成了以昆仑能源、新奥能源、华润燃

气、中国燃气和港华燃气为代表的全国性燃气企业为主，以

北京燃气、天津燃气、上海燃气、深圳燃气、重庆燃气等区

域燃气企业及地方性燃气企业为补充的市场体系 [1]。

中国天然气上游市场主体仍然有限，仍由三家国家石油

公司主控，在国家管网公司成立之后，虽然天然气干线管道

互联互通有所增强，LNG进口企业也在增加，但能够提供稳

定资源供应的市场主体仍然较少 [2]。

在对 LNG接收站中长期窗口期开放之后，对进口 LNG

的产业链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论文所说的上游主要指 LNG进口，不涉及天然气的勘

探开发。获取稳定供应和有价格竞争力的天然气资源是燃气

行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正如前面所述，中长期窗口期的开放

对上游进口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国际 LNG资源采购的惯例

是，贸易商已经确定拥有了 LNG接收站窗口期后，上游资源

方才能与该贸易商签订最终的采购合同并履行发货等相关义

务，以此避免无法卸货，影响 LNG船的船期安排等国际纠纷。

在 2020年以前，只有三家国家石油公司和少数几家民

营企业掌握 LNG接收站资源，各 LNG接收站几乎没有对其

他第三方开放，导致很多有意向和能力的贸易商无法直接在

上游采购。在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其接收站对全社会公平

开放，进入上游采购的贸易商数量增多，但是限于高企的现

货价格，市场进入者有限。在开放了中长期窗口期之后，更

多有终端和下游市场的贸易商有了自己直接采购中长协资源

的可能性，中长期协议因为时间和采购量的增多，能增加采

购商话语权，上游采购的市场主体将明显增加。但是，可以

预见到，增多的上游采购也将不可避免地推高长协的价格，

但是业内整体认为，长协的价格按不同种体量、不同主体，

谈判价格会有差别，整体上还是预计会比同期现货价格要低。

国家管网公司的服务受理原则是在优先保障现有服务的

基础上，按照中长期服务产品、年度服务产品、短期服务产

品的先后顺序进行分配，也就是说中长期窗口期是优先于年

度及分散受理产品分配的。鉴于中长期窗口每年基本一致且

固定，确定了本次中长期服务托运商及窗口期，基本可以为

国家管网公司天然气管道和 LNG接收站提前锁定服务基础

量，保证基础设施周转率，为管道尤其是 LNG接收站稳定运

行的基本量做了保障。

在 LNG接收站中长期窗口期开放之后，当更多的城燃

企业、贸易公司、大型终端用户借助接收站中长期窗口期进

入上游，开展 LNG自主进口，则市场中的垄断也好，中间环

节也好，都将受到挤压。上游进口的主体增多，下游市场的

价格竞争将更加剧烈。减少输配环节层级，降低终端价格，

这也是国家油气体制改革、管网公司的成立的初衷。

在产业链上下游都由资金雄厚、体量较大的企业占有后，

小的贸易商尤其是没有终端的中间商将会被清除出局，行业

收购、并购进程将会加快。

在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具备上游资源优势的企业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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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快速进入终端市场，以昆仑能源公司为例，其 2019年

和 2020年并购的终端项目涉及 39家城市燃气企业，扩大终

端规模的意图十分明显。上游企业在终端市场的布局的同时，

传统燃气企业也在同步调整产业链结构，强化下游优势并进

入中上游环节，例如北京燃气公司 2017年以 11亿美元获得

了上乔斯克 20%的股权，投资布局上游天然气项目。在 LNG

接收站中长期窗口期开放之后，三大国家石油公司之外的第

二梯队企业在国际 LNG采购交易的次数将越来越多。

影响

无论是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还是 LNG接收站中长期

窗口期集中受理开展后，天然气行业一个大趋势是市场主体

将由三大国家石油公司为主向多元化主体转变。

2020年是国家管网公司独立运营的第一个完整年，其

LNG接收能力达到 2760万吨 /年，占全国总量的 32%。在

基础设施向全社会开放的背景下，众多城燃企业、贸易公司、

大型终端用户开始尝试实现 LNG自主进口。2021年初在国

家管网公司申请集中受理的托运商就达到 82家，虽然通过最

终审核，并在 2021年高涨的 LNG现货到岸价打压下实际完

成约定窗口期的托运商增幅有限，但是通过国家管网公司的

平台，在三大国家石油公司之外的托运商仍然实现从零到有

的突破，开始了从少到多的积累。在 LNG接收站中长期窗口

期开放后，托运商在上游市场有了更多议价空间，将进一步

打破大型油气企业对上游天然气资源的垄断局面 [3]。

另外，随着 2019年国家发改委与商务部出台的《外商

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提出取

消城市人口 50万以上的城市燃气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国际

能源公司也在加速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以 SK公司和道达

尔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能源公司，通过收购股份、成立合资公

司等方式，逐渐形成资源、国内 LNG进口、下游天然气销售

渠道的产业链一体化运营模式。例如，道达尔每年向申能集

团供应 140万吨 LNG，并与其成立合资企业以向中国上海及

长三角地区销售由道达尔独家供应的 LNG。

面对更多主体进入市场开展竞争，三大国家石油公司会

优先保障自己的下游销售与终端，天然气直供业务将进一步

扩大，城市燃气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而城市燃气企业数

量庞大，更加激烈的竞争将促进优胜劣汰，形成更具规模化

优势的市场主体。

LNG接收站中长期窗口期虽然在中国刚刚开放，但已是

酝酿许久，也将对进口 LNG产业链变革起到推动作用。随着

国家管网公司中长期窗口期开放尘埃落定，已经未来管输费

定价格改的推进，天然气行业的市场主体将逐渐向多元化、

规模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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