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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天然气可采储量和产量都在迅速增长。截至 2002年底，全国总计探明天然气可采储量 

为2．26×10”m。，剩余可采储量为 1．86×10 m。，储采比为 57；天然气年产量为 326×10 m。，比上年增长 8．29 ； 

天然气输气管道建设也如火如茶。文章提出要通过采取加强对国内低渗透、特低渗透天然气和煤层气的勘探 与开 

发，进 口境外管道天然气和 LNG，加快天然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对下游天然气市场的培育，引导和协调天然气 

消费等措施来满足我国对天然气 日益增长的需求。最后还指出，鉴于中国是产煤大国且国内能源仍以煤为主的现 

实，天然气在未来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以 8 ～12 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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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天然气资源现状、发展趋势及 

面临的问题 

I．天然气资源情况 

汇总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我国三大石油公司 

最近的研究结果 ：目前我国的天然气总资源量丰富， 

为54．54×10 m。，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塔里木、四 

川I、柴达木、东海、琼东南一莺歌海这 6个盆地。上 

述盆地天然气资源量之和逾 39×10 m。，占我国天 

然气总资源量的 72 。I996～2002年在塔里木盆 

地、鄂尔多斯盆地、四川I盆地、柴达木盆地不断发现 

大气田，7年共新增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I．85×10 
m 。

，是 1949～I989年 4O年来全国总探明天然气储 

量(5596×10。m。)的 3．3倍。至 2002年底，全国总 

计探明天然气储量 3．4×10 m。(另有I．I2×10 m。 

溶解气)，总计探明天然气可采储量2．26×10 m。， 

剩余可采储量 I．86×10 m。，储采比为 57。天然气 

储量的快速增长，使全国的天然气年产量由 I976年 

的 100×10 m。上升到 2002年的 326×10 m。，年增 

长速度为 4．4 。 

2．生产现状 

目前我国天然气储量的动用率相当低，全国仅 

为 33 (表 I)。很多优质储量并未动用，如塔里木 

盆地的高储量、高丰度气田群。目前，我国天然气在 

一 次能源构成中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 

有 2．7 。因此大力推广使用天然气是大势所趋。 

表 1 2002年底中国天然气储量状况表 lO。m。 

单位 探明储量 动用储量 占探明储量 比例 未动用储量 

中石油 26571．23 8318．24 31％ 18252．99 

中石化 4230．27 155O 37％ 2680．27 

陆上合计 3O679．81 9868．24 32 20811．57 

海洋 3046．19 1624．66 53 1421．53 

全国总计 34638．38 11492．9 33 23145．48 

我国 2002年天然气产量在 2001年历史最高水 

平的基础上，继续高速增长，达到 326×10。m。，较上 

年增长 8．29 。 

从 目前国内天然气的发展形势来看，我们应加 

快天然气的探明速度，为“西气东输”保驾护航。因 

为目前库存气源年供气 I20×10。m。，能够稳定供气 

18年；如果要稳定供气 3O年，则要动用储量 7200× 

1O ～12632×10 m ；如果扩大供气到 180×10 m ／ 

a，稳定供气 3O年，那么就要动用储量 10800×10。～ 

18947×10。ITI。；2005年西部各盆地开始供气，各盆 

地储采比将急剧下降。要实现上述 目标，面对西部 

地区石油地质情况，我们应该转变观念，既不能囿于 

初期发现高产油 田的经验，又不能裹足不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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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工作时，应该实现克拉通与前陆并举，构造与 

岩性一地层圈闭并举，深、浅层并举，高、低渗并举， 

新区预探与老区滚动并举。 

3．我国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的预测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天然气需求量越来越大， 

但由于受中国以煤炭为主体能源结构的限制，天然 

气消费不可能达到 目前 24 的世界平均消费水平， 

天然气消费在中国未来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 

以8 ～12 较为合理。 

结合前人预测结果，我们认为 2005年中国天然 

气年需求量为 500×10。～600×10。IT1 ，2010年天然 

气年需求量为 900×10。～1100×10。IT1 ，2015年天 

然气年需求量为 1400×10。～1600×10。IT1 ，2020年 

天然气年需求量为 1800×10。～2200×10。m 。 

预计未来的天然气消费状况也会发生较大的变 

化，将改变 目前以化工和工业燃料为主体的消费结 

构，城市燃气和发电天然气消费比例将大幅度上升。 

从消费的地区看，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和环渤海湾 

地区天然气需求量增长较快，预计到 2020年，上述 3 

个地区天然气年需求量将达到 1000×10。IT1 ，占全 

国消费量的 5O 以上；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天然气 

年需求量为 600×10。IT1 左右，占消费总量的3O 9／5左 

右；其他地区天然气年需求量为 400×10。IT1 左右。 

中国天然气年产量 2005年将达到 500×10。～ 

550×10 IT1 ，2010年达到 800×10。～900×10。IT1 ， 

2015达到 1000×10 ～1200×10 m ，2020年达到 

1300×10 ～1500×10 IT1 。对比可以看出，2005年 

以前我国天然气供求基本平衡，2010年以后国内生 

产的天然气已不能满足需求，2020年国内供给年缺 

口将达到 500×10。～8O0×10。IT1 。必须利用境外的 

管道天然气或 LNG以满足国内的天然气需求。 

根据实际情况及可能，提出如下建议 。 

第一步前 5年起步。2005年达到年供天然气 

500×10 IT1 ，主要用“西气东输”管道气，少量海上 

气，首先是把已规划好的十几个燃气发电项 目组织 

落实，利用 6O×10。IT1 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 600× 

10 kW，同时作好设备配套管网等各方面准备工作。 

第二步后 1O年要有大发展。积极勘探、开发国 

内天然气、海上气，充分利用国外管道气及南方沿海 

到岸液化天然气，到 2010年达到年供天然气 1000× 

10 m ，2015年达到年供气 2000×10。IT1 是有可能 

的。在燃气发 电方面，2010年利用天然气 240× 

10 m ，装机容量达到 2400×10 kW 的规模 ；2015年 

利用天然气 480×10。IT1 ，装 机容量达到 4800× 

10 kW 的规模。上述 目标实现以后的主要效益 ：既 

减少了 SOz和 COz的排放量 ，又节约了电力投资。 

4．我国天然气发展面临的问题 

(1)管线建设 

国外经验表明，天然气大发展的进程遵循着储 

量快速增长促进管道建设，管道建设促进市场开拓， 

市场开拓又促进产量增长的规律；管道建设高峰之 

后必然会推动产量达到高峰。俄罗斯天然气管道总 

长度约为 15．1×10 km。美国天然气管道总长度为 

5O多万千米。欧洲是世界上管网密度最大的地区， 

总长度为 16．82×10 km。可以从任何一个角落，输 

送到每一个消费区。 

尽管近几年我国天然气基础设施发展比较快， 

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表现为 

管道少、分布不均，未形成全国性管网。截至 2002 

年底，我国天然气管道总长度约 1．7×10 km。受资 

源地域分布不均衡的制约，管道分布也不均衡。输 

气管道除在川渝地区形成了区域内的环形管网。其 

余管道则都分散在各油气田内部及邻近地区，尚未 

形成跨区域的天然气管网。除川渝地区和环渤海地 

区外，我国的输气管道多是单一气源对单一用户，没 

有配套的调峰设施及事故应急储备设施 ，供气可靠 

性差。 

(2)市场因素 

在整个天然气产业链中，市场是其中的重要环 

节。我国天然气发展，取决于市场的开发程度。尽 

管预计我国天然气需求有很大潜力，但如何将这种 

潜力转变为现实市场，天然气市场开发仍任重道远。 

就我国天然气工业快速发展而言，对整个市场规模、 

消费方向、价格水平等还缺乏科学合理的认识，尤其 

是对市场开发缺乏政策引导。 

(3)立法滞后，缺乏完善的天然气定价机制 

至今，我国还没有颁布天然气法规。对天然气 

行业缺乏有效的监管，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形成 ，因此 

亟待制订完善、配套的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相关法 

规。目前政府制定政策与监管，仍没有清楚分离。 

政策和监管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散和相互交叉 

的。加之国有企业保留了部分监管职能，且缺乏透 

明的统一法律体系，致使行业监管显得较薄弱。 

几 点 建 议 

(1)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加强天然气勘探开发 

我国中部地区是天然气储量分布的主要地区， 

占全国的 52 ，大中型气田比例高，但其中低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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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低渗透资源也占有相当的比例；西部和海域地区 

单个气田储量规模大 ，但勘探开发面临较大困难；东 

部和南方则以中小规模气田为主。面对我国的资源 

实际，有必要引进技术和资金，合理开发国内中小气 

田。要想引进，首先必然要建立充分开放的政策。 

这一方面泰国气化的经验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泰国中小型天然气勘探完全由外国公司承包， 

开发时，泰国公司参股，由外方管理、操作。仅靠泰 

国自身的力量在这么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达到现有 

的水平。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美国优尼科油气公 

司已积累了一整套成熟而先进的对付海上低渗透、 

透镜体、裂缝等非常复杂油气藏的方案，整套小井眼 

钻井使成本降低 80 9／6以上，通过“饱和勘探”使勘探 

效率明显提高。这是泰国白产的天然气能在较短时 

间内达到 100×10。rn。的基本原因。该国近期又从 

缅甸敷设长输管线年进 口天然气 120×10。m。，现正 

考虑规划由马来西亚引进天然气。 

(2)抓住机遇，加大天然气的引进力度 

全球天然气工业一个突出的共性问题是要解决 

区域需求中心和地区供应过剩的相互沟通难题。与 

油价的变幻莫测相比，天然气的销售价格则要稳定 

得多，更容易进行市场运作。天然气的勘探开发费 

用比原油低，油田伴生气的生产费用则更低。在进 

行新项 目经济评价时，预测气价要比预测油价容易 

得多。更重要的是，天然气资源供应与区域性市场 

之间的耦合关系一旦形成，就相当持久。世界上三 

分之一的天然气储量分布在中东和北非地区，过去 

10年 LNG的运输成本有了显著的下降，因此如果 

长距离运输天然气，LNG还是比管道输送更有竞争 

力。阿尔及利亚、卡塔尔、阿联酋、阿曼和利 比亚是 

中东和北非主要 LNG生产销售国，其交易量大约占 

全球 LNG市场贸易总量的 40 9／6，超过 1×10 t／a。 

世界 LNG新上项 目的竞争十分激烈，所以 LNG主 

要消费国就利用供过于求的市场态势，在长期供货 

合同谈判中讨价还价。比如，过去 15年中，出口到 

日本的 LNG价格平均下降幅度达到 3 。 

全球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大 

家对天然气的发展更加关注，对天然气的需求量逐 

年增加。由于世界天然气 目前仍然是高储采比，全 

球天然气基本上属于买方市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 

天然气价格约为 2．7～5．4美分／m。。我国可以利用 

目前世界上天然气供大于求的机会，积极引进周边 

国家和地区(俄罗斯、中亚等)的管道天然气，同时在 

我国东南及南方沿海一带引进中东、东南亚有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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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的 LNG，利用多种气源，努力扩大资源。廉 

价买人，发展我国天然气工业。 

(3)加强管网等基础建设 

以市场为导向，合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总体 

规划 ，分期建设，加快构建跨区域性干线管道系统。 

继“西气东输”之后，加快实施“海气上岸”和“俄气南 

下”工程，形成纵横南北、连接东西、穿越沿海主要经 

济发达省份和城市的输气管网系统建设。逐步形成 

产气区和主要消费区骨干管网，重要工业基地和城 

市内部的配套管网。最好对引进国外天然气管道、 

使用 LNG的管道和国内输气管道进行统一规划、建 

设、联网，并在适当地区建设储气库，形成全国产、 

运、销网络，以达到安全平稳供气。 

以“西气东输”与“俄气南下”相结合，分期建设 

几条主干管道，横跨东西、贯穿南北，构建干线管道 

系统，为实现全国天然气发展战略打下基础；根据各 

个区域用气要求，建设直线管道和干线联络线 ，逐渐 

形成与主干线相连的区域管网，最终达到在主要资 

源地和各市场区域间进行输气调配；同时建设配套 

的天然气地下储气库及 LNG储层设施，保证安全平 

稳供气。 

(4)加快对天然气下游市场的培育和开发 

市场是天然气产业链 中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 

我国天然气链中最薄弱的环节。政府应该采取有效 

措施，促进市场的开发，鼓励多方投资者介入城市天 

然气管网建设，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和适当的 

税费调整，降低城市输配费用和用气成本，增加城市 

用气、工业用气 以及天然气化工等方面的用气量。 

根据各国天然气消费状况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今后 

可以通过适当提高上网电价鼓励天然气发电。同 

时 ，采取开征环保税的形式，增加高污染燃料使用者 

的费用支出，间接增强天然气的竞争力，大力开拓天 

然气利用市场。 

(5)引导与激励煤层气产业健康发展 

煤层气是近 20年来在世界上崛起的一种优质 

洁净新能源，其主要成分与常规天然气基本相同。 

我国煤层气资源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量大面广，具有 

显著的地区富集性。初步估算 ，我国埋深 2000 m以 

浅的煤层气资源量为 30×10 ～35×10 m。，居世 

界第 3位，仅次于俄罗斯和美国。煤层气产业投入 

高、回收期长，但总合效益明显，在利用天然气的同 

时，必须重视煤层气的发展。坚持煤层气上下游统 

筹规划、协调发展，评价与勘探相结合、重点突破与 

规模开发相结合，由浅至深、由易到难、滚动发展；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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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地面开发与井下抽放并举，以地面规模开发为主， 

建立“先采气后采煤”的矿产资源综合开发模式；坚 

持对外合作与自营共同发展的方针，以对外合作为 

主；坚持培育和拓展多元化煤层气市场。将煤层气 

开发利用列入国家能源发展规划，制定扶持政策，优 

先发展，重点鼓励。立足当前，重点搞好沁水盆地、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淮等有利地区的开发试验；瞄 

准长远，迎接煤层气大规模开发时代的到来。 

(6)国家制订全国天然气发展战略，引导和协调 

天然气消费 

目前我国正处在天然气大发展的初期，国家应 

通过制订全国天然气发展战略，政策性鼓励我国天 

然气工业的良性发展。首先，应该完善天然气定价 

机制。1997年以前，天然气定价采取低价方式，而后 

采用成本加成法，前者是鼓励消费者，后者是鼓励生 

产者。但是这两种定价机制都未能兼顾双方的利 

益，不能反映市场的供应和需求。完善天然气定价 

机制主要措施有：一是对天然气生产开发企业放开 

井口价管制，实行谈判定价，二是强化对管输企业的 

成本核算，实行基于业绩的监管定价；三是对地方用 

气市场要打破垄断，扩大直供范围，实行监管与竞争 

定价。合理调控终端消费价格，平衡上中下游的利 

益，促进天然气的快速发展。 

其他国家天然气发展战略包括：对环保型工业 

实行鼓励税收政策，实行项 目优惠贷款和进 口设备 

关税、增值税减免政策；通过天然气利用方向的调 

节，改善天然气用户结构；通过对天然气勘探开发的 

扶持、长输管线纳入国家基础工业建设，天然气配气 

与利用市场的开放等，促进天然气工业快速发展；通 

过制定天然气法规，制定完善、配套的天然气资源开 

发利用相关法规，保障天然气发展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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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回稿日期 2004-03—14 编辑 居维清)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52135"跨越式发展目标 

每年新增探明可动用天然气地质储量 500亿立方米 

每年新增天然气生产能力 2O亿立方米 

2005年天然气产量超过 100亿立方米 

在 2007年达到 130亿立方米，跻身“中国石油”千万吨级大油气 田行列 

2010年年产量达到 150亿立方米 

·  7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