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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与新业态
——中国能源市场化改革新机遇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能源行业新常态

能源市场化改革的主导思路与关键举措

能源市场化改革的触发机制

改革背景下的能源新业态与投资新机遇



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GDP

增速显著放缓，新常态、非
常态甚至实质性衰退的争议
渐起。



实体经济明显疲软，微观
市场信心不足、虚拟经济
泡沫进一步打压投资。

中国经济新常态



能源经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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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同比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同比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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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生产部门同样在2014年进
入换挡期，主营业务收入普遍
下滑。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跳水最为明显。
•能源开采和生产部门利润率和
工业增加值普遍下降，除燃气
生产和供应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煤炭开采
业形势尤其严峻。



能源经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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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行业资本流入速度减缓，
高耗能产业投资不足迹象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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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销量:全国:当月同比 煤炭销量:全国:累计同比 产量:原煤: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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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需求疲软，最终消费拉动
效应有限



原油及油品合计产量维持稳定、未来进入低速增长期

成品油需求增速高于原油需求增速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产量:原油及油品合计:累计值 进口数量:原油及油品合计:累计值

出口数量:原油及油品合计:累计值 表观消费量:原油及油品合计:累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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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仍将维持高增长，进口增速高于本地产量增速

煤炭市场进入供大于需阶段

能源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 能源经济新常态

经济增速从高速过渡至中高速

经济结构调整深化，二三
产结构调整加快，城镇农
村消费结构调整加快

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
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能源消费总量增速下降，有效
需求决定有效供给的常态模式
开始显现。

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加速，
清洁、高效、低碳能源发
展成为常态

能源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向消
费驱动、创新驱动过渡，新业
态、新制度红利逐渐释放



能源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

能源体
制革命

能源生
产革命

能源技
术革命

能源消
费革命

强化市场机制

强化政府监管

弱化行政审批

弱化行业垄断

市场准入规则改革

建立科学合理的油气矿业权准入、
退出和流转机制，鼓励各种社会资
本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

市场交易机制改革

推进电网、油气管网建设运营体制
改革，推动供需双方直接交易。

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推进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逐步实
现天然气井口价格及销售价格、上
网电价和销售电价由市场形成，输
配电价和油气管输价格由政府定价

市场管理机制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战略规划、政
策法规、规范标准的制订和实施，
强化能源监管



能源市场化改革关键举措与改革红利

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单独核定网输价格

竞争性环节的价格全部
由市场决定

妥善处理交叉补贴、扭
转不合理能源比价关系

市场准入规则改革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配电
业务

建立市场主体准入和退
出机制

多途径培育市场主体

赋予市场主体相应权责

市场交易机制改革

规范市场主体准入标准

引导多方直接交易

鼓励建立长期稳定交易
机制

建立市场化交易平台

市场管理规则改革

加强行业规划、
统筹不同层级规划

加强行业和相关领域科
学监管

减少和规范行业行政审
批

建立健全市场主体信用
体系

修订能源行业法律法规

拉动投资 控制风险

提高效率
促进开放

主体多元 创新孵化

促进转型 强化公平

技术溢出



能源市场化改革触发机制

• 机制1：石油储备多元化

• 机制2：国内产量变化

• 机制3：国内需求量变化

• 机制4：地缘政治变动

• 机制5：市场体制完善程度

• 机制6：金融市场发达程度

• 机制7：国内石油产业开放
程度

• 机制8：外部价格冲击影响

石油部门市场化改革触发机制与路径



• 机制1-交叉补贴

• 机制2-信息成本

• 机制3-供应不确定性

• 机制4-需求不确定性

• 机制5-政策法令

• 机制6-管制价格扭曲

• 机制7-垄断价格扭曲

• 机制8-资产专用性

• 机制9-合同标准化。
模式3

上游充分竞争，
运输与分销捆绑（非竞争）

上游充分竞争，运输
与分销捆绑经营

竞争

上下游一体化经营 完全非一体化经营

非竞争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模式1
上下游一体化经营（非竞争）

模式2
上下游一体化经营（竞争）

模式5
完全非一体化经营（非竞争）

模式4
上游充分竞争，

运输与分销捆绑（竞争）

模式6
完全非一体化经营（竞争）

机制1、2、5、7、8

机制3、5、6、9

机制5、7

机制7
机制7

机制4、5、7
机制6

机制8 机制4、8、9

天然气部门市场化改革路径
中国

能源市场化改革触发机制



电力部门市场化改革路径

机制1：由于垂直一体化
经营所产生的垄断而导致
效率损失；

机制2：发电环节管制引
起发电企业损失；

机制3：输配电环节管制
引起市场主体博弈冲突

机制4：售电环节管制引
起价格扭曲

中国

能源市场化改革触发机制



煤炭

国家统
配价格

1979 1985 1993

计划
经济体制

价格调整
超产加价

调放结合 以放为主
投入产出总承包制

煤炭价格偏低
煤矿亏损严重

2013

完全开放，市场定价
动力煤政府管制

煤炭价格水平
不断提高

价格构成中非煤因素较多
出厂与到厂价价差严重
市场无序竞争现象

取消重点煤
合同
完全市场化
公开交易

中国能源市场化改革推进路径演化



单一
计划油价

1981 1994 1998

计划
经济体制

超产加价
“双轨制”

生产承包责任制和价
格体系改革

取消双轨
论质定价

石油价格混乱
石油工业巨亏

国际油价动荡
国内企业被动

接轨国
际油价

2009

国际油价飙升
国内市场短缺
引起超调

改善市场结构
完善定价机制
22+4%

石油

中国能源市场化改革推进路径演化

油价反应滞后
国内市场被动

2013

完善定价机制
取消4%
降低至10个工
作日

2015

推出原油期货
研究提出深改
方案开放管网

原油需求增速放缓
国际原油供给总体性过
剩与区域性短缺并存
国内油价反应滞后和被
动反应局面持续



天然气

政府指
令价格

1987 1992 2005

计划
经济体制

基数包干
超产加价

分类气价
“新线新

价”

国内天然气产需量
不断增长

提高价格
提出改革目标

2012

价格改革试点
“市场净回值法”

理顺比价关系
建立挂钩机制

国际天然气市场不断融合
中国天然气定价权较弱
市场价格扭曲

LNG起步
亚太市场定价

2015

试点放开大用
户直购气价格
研究提出总体
改革方案

天然气价格偏高限制发展
官网资源垄断不利于资源高效配置
被动接受国际市场价格博弈能力弱

中国能源市场化改革推进路径演化



电力

国家垄
断管理

1979 1985 1998

计划
经济体制

起步阶段
调整电价结构

多种电价
“一厂一

价”

电力工业发展滞后
全国性缺电

2013

电力市场价格混乱
电价逐年攀升

煤电之争严重
网输资源配置效率受损
电网垄断利润
需求侧管理需求增强

2001 2003

试点改革

竞价上网 厂网分离

2004

输配-销
售电价改
革试点

可自生
上网电
价补贴

2015

配售电放开
发用电计划
改革
单独核定输
配电价
市场化交易

电力需求高速增长
发电部门发展受限
输电能力不足
可再生能源发展受限

中国能源市场化改革推进路径演化



油气市场深化改革的红利

市场准入规则改革拉动投资、推动参与主体多元化
、风险管理机制市场化、技术溢出常态化

– 上游常规油气勘探许可权的开放带来投资主体多元化
、对中小型项目更为有利、股权投资提高能源企业创
新溢出、激励产业链全方位技术进步。

– 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市场进入壁垒的消除有助于吸引
市场化投资、有利于分散风险，带动金融机构参与。

– 原油进口权放开，吸引更多投资主体参与油品现货与
期货贸易，可以有效降低市场垄断、提高市场配置效
率。

– 官网开放还原管网资源的公共品属性，通过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可实现社会资本在公共品投资
领域的参与。



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全面提高市场效率

– 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将进一步降低市场调
整成本、反映出成品油不同于原油的价格波动属性，
提高油品炼制企业和下游零售部门的盈利能力。

– 理顺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实现大用户直供价由市场
决定有助于改变天然气价格偏高现状、刺激大用户需
求提升。

– 管输价格由政府核定、管道公司不依据输入输出价差
盈利将提高管网开放程度，实现网输资源的合理配置
、降低网输成本。



市场交易机制改革提高价格发现能力、增强
中国对自身价格的影响力和对周边市场价格
的渗透力

– 原油期货及其他能源商品期货的发展将实现实际供需和本地资本
市场流动性的多方博弈，提高中国和亚洲市场的价格发现能力。
在全球原油供给总体过剩、区域失衡的情况下，有助于提高我国
作为原油需求侧的议价能力。

– 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更加体现需求侧的波动特征，对于供给侧
优化产能配置、避免投资驱动型增长带来的产能过剩弊端有重要
作用。

– 公开交易市场的建立将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带动相关金融服务业
发展、提高对周边市场的价格渗透力。原油和能源期货对强化我
国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关联、提高我国金融市场产品多元性大有
裨益。现货交易市场与远期交易市场的共同发展进一步强化市场
功能。



市场管理机制改革促进了能源产业的全面开放、在
强化政府对非竞争性的管网资源监管的同时，弱化
了对竞争性环节的干预，提高了市场的资源配置能
力。

– 中央政府简政放权、地方政府从计划性干预市场向规划性引导市场
转变可以刺激民间投资和海外资本进入能源部门，扭转国进民退。
实现能源部门高利润向社会的溢出、带来增长效应。

– 政府对非竞争性环节监管的强化打破了大型油气企业利用其优势获
得超额利润的空间，实现了管网资源的公平配置。

– 对竞争性环节的放开强化了供需双方博弈，批发零售环节主体的多
元性体现不同用户群体需求特征，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 国有企业融资优先、市场垄断、政府补贴的三个顽疾阻碍了其走出
去战略的成功。改革降低了社会资本进出市场的成本，还原市场基
本属性；降低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也使得需求侧驱动的创新
成为可能。



影响能源市场化改革顺利推进的主要因素

1. 供给推动型改革 VS. 结构调整型改革

供给推动型改革一直是中国能源体制改革的常态、能
源生产企业有内在动力参与改革。结构调整型改革动
力来自于哪里？能源部门内部对于传统业务盈利能力
下降后的自救？社会资本对于能源产业高额利润的追
逐？需求侧对于绿色、高效、清洁、智能的现代能源
产品的需求？能源部门之外的推动力如何体现、至关
重要。

2、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VS.市场交易机制改革
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一直是中国能源体制改革的主要举
措，而市场交易机制改革则严重滞后。彻底的价格形
成机制改革是以市场交易机制改革为前提的，没有交
易就没有价格。改革推进的路径关系改革成功。



3. 市场准入规则改革VS. 市场管理机制改革
改变市场准入规则、开放竞争性环节短期内并不一定带
来有效的市场竞争，原有能源巨头的垄断地位只会在竞
争中将中小企业逐出市场。只有改变市场管理机制，拆
分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环节、对竞争性环节实施反垄断保
护，对非竞争性环节实施严格监管，开放市场才能够真
正能够给新兴资本以机遇。

4.  事权改革VS. 财权、人权改革
中央深改方案推进需要事权、财权、人权的协调统一！
既要明确改革举措、也要落实责任主体；既要有激励机
制、也要有问责机制。改革方向要与国际接轨、改革方
略要接纳各方意见、改革举措要全面接地，改革才能最
终获得成功！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