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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 ，中国逐渐形成了六大产气区 ，推动了天然气产量和储量的快速增长 。通过与美

国的对比认为 ：２０３０年左右中国天然气产量将达到 ２０００ × １０
８m３

，进入产气高峰期 ，天然气高峰期年产量将超过原

油高峰期年产量 ；２０３５年左右天然气产量将达到 ２５００ × １０
８m３

；预计到 ２０５０年 ，天然气年产量仍将保持在约 ２５００

× １０
８m３

。随着“西气东输”等管线的建成投产 ，天然气下游市场快速发育 ，天然气需求量迅猛增长 ，不久将会出现

供需缺口 。为了满足国内天然气需求 ，中国应抓住机遇 ，充分利用国内 、国外两个市场 ，积极从国外引进管输气和

液化天然气 ，迅速走天然气多元化供应的道路 。实行多元化供应后 ，预计天然气年供应量的高峰值有可能达到

４０００ × １０
８m３

，有益于改善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 。面对当前迅速增加的天然气需求 ，应同时大力加强国内天然气勘

探 ，迅速增加优质储量 。从长远来看 ，中国低品位天然气资源丰富 ，应加强勘探并逐步开发利用 。 ２０２０年以后 ，中

国油气总产量将保持稳定 ，并略有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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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年以来 ，国际原油价格居高不下 ，而天然气价

格比原油低 ，因此世界各国都加快了开发利用天然气的

步伐 ，以期替代部分石油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能源

需求量不断攀升 ，大力发展天然气工业势在必行 。

一 、近期中国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

　 　 中国天然气从产量发展历程来看 ，主要经历了
两个阶段（图 １） 。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 ，从 １９４９ 年
到 １９９５年天然气年产量由 １１１７ × １０

４m３ 增至 １７４ ×

１０
８m３

，年均增长 ３ ．８ × １０
８m３

，产量增长缓慢 。 ４６年
间累计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为１ ．４ × １０

１２ m３
，年均

增长 ３ ０ ５ × １ ０
８ m３

，储量增长较慢 。第二阶
段为快速发展阶段 ，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４年天然气年

图 １ 　中国天然气年产量及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变化趋势示意图

产量由 １７４ × １０
８m３ 增长到 ４０８ × １０

８m３
，９ 年间增

长了 ２３４ × １０
８m３

，超过了 １９９５年前 ４６年的增量 ，年

均增长 ２６ × １０
８m３

，产量快速增长 。 其间累计探明

地质储量 ３ × １０
１２ m３

，年均增长 ３３４８ × １０
８m３

，储量

增长迅速 。

　 　近期我国天然气产量和储量快速增长的重要基

础是六大气区的形成和发展 。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

来 ，陆上形成了三个新气区 ：塔里木盆地 、鄂尔多斯

盆地及柴达木盆地 ；一个老气区获得了新发展 ，即四

川盆地 。近海形成了两大气区 ：莺歌海 —琼东南盆

地 、东海盆地 。六大气区天然气可采资源量为 ９２８５０

× １０
８m３

，占全国可采资源量的 ６６％ 。截至 ２００４ 年

底 ，六大气区累计探明天然气可采储量 ２４２６６ × １０
８m３

（不含溶解气） ，占全国探明可采储量的 ８８％ ；可采资

源探明率为 ２６ ．１％ ，剩余可采储量为 ２１１４４ × １０
８m３

，

占全国剩余可采储量的 ８９％ （见表 １）。

二 、对中国天然气高峰年产量的估计

　 　研究表明 ，２０１０年前后中国原油年产量将达到１ ．８

× １０
８ t ，这很可能就是高峰期年产量 ，标志着原油生产

进入高峰期 。如果还有较大的发现 ，高峰产量也可能达
到 ２ × １０

８ t〔２〕 。那么中国天然气产量何时达到高峰 ，高
峰期年产量作何估计 ？对此 ，有关学者的看法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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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六大气区天然气资源量和储量表 　 　 １０
８m３

气 区
探明可采
资源量〔１〕

累计探明
可采储量１）

剩余可采
储量１）

可采资源
探明率

塔里木 ２１６００ ┅４６６１ c４５４３ 4２１ {．６％

鄂尔多斯 ２４０００ ┅８８２２ c８５８３ 4３６ {．８％

柴达木 ６５００ 拻１５７９ c１５３０ 4２４ {．３％

四 　川 ２２７５０ ┅６７０７ c４３１４ 4２９ {．５％

莺 —琼 １０８００ ┅１８６９ c１５６７ 4１７ {．３％

东 　海 ７２００ 拻６２８ L６０７  ８ d．７％

合 计 ９２８５０ ┅２４２６６ z２１１４４ K２６ {．１％

　 　 １）注 ：数据截至 ２００４ 年底 。

差别 。要比较合理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

　 　现通过对美国和中国天然气情况进行对比来加

以分析 。

　 　 １ ．美国天然气发展的历程

　 　美国天然气的商业应用 １８２１ 年始于纽约弗洛

德尼亚地区〔３〕
，但美国天然气产量的系统资料仅能

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４〕
。笔者分析了 １９２０ 年

迄今 ８５年来美国天然气年产量的变化 ，共有 ３个阶

段（图 ２） ，目前仍处于高峰期 ，还未进入递减期 。

图 ２ 　美国天然气年产量变化趋势图
注 ：数据来自文献〔５ ～ ９〕

　 　 （１）起步阶段
　 　从 １９２０ 年到 １９４４ 年 ，天然气年产量从 ２２７ ×

１０
８m３ 增长到 １０４０ × １０

８m３
，２４ 年间增长了 ８１３ ×

１０
８m３

，年均增长 ３ × １０
８m３

，产量增长缓慢 。其间净
增探明可采储量 ４ ．４ × １０

１２ m３
，年均净增 １７４４ ×

１０
８m３

。此阶段由于美国的天然气管网没有建成 ，市
场不发育 ，天然气年产量长期低于 １０００ × １０

８m３
，储

采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从 １９２０ 年的１９ ∶ １增至
１９４４年的３３ ∶ １ 。

　 　 （２）快速发展阶段
　 　 从 １９４４ 年到 １９６７ 年 ，年产量从 １０４０ × １０

８m３

增长到 ４９２３ × １０
８m３

，２３年间增长了 ３８８３ × １０
８m３

，

年均增长 １６９ × １０
８m３

，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 。其间
净增探明可采储量 １１ ．３ × １０

１２ m３
，年均净增 ４９０２ ×

１０
８m３

，储量增长迅速 。 但天然气储采比迅速下降 ，

１９４６年达到最高值 ３８ ∶ １ ，而后持续下降 ，１９５１年开

始下降至 ２７ ∶ １ ，１９６７ 年降至 １７ ∶ １ 。 这是由于
１９４５年二战胜利以后 ，美国各州之间的管线相互连
接形成完善的管网系统 ，天然气市场快速成长〔８〕

，促
使天然气产量大幅增加和储采比降低 。

　 　 （３）高峰期
　 　 １９６８ 年美国的天然气产量达到 ５２３７ × １０

８m３
，

首次突破 ５０００ × １０
８m３

，标志着天然气工业发展进
入高峰期 。从 １９６８年到 ２００４年的 ３７年间 ，天然气
年产量总体上保持在 ５０００ × １０

８
～ ６０００ × １０

８m３ 之
间 ，１９７３年产量达到顶峰 ，为 ６１５４ × １０

８m３
。累计净

增探明可采储量 １６ ．２ × １０
１２ m３

，年均净增 ４５１１ ×

１０
８m３

，储量增长较快 。此阶段天然气发展有如下几
个特点 。

　 　 １）天然气年产量和原油年产量几乎同步进入发
展的高峰期（图 ３） 。美国原油年产量在 １９６６年突破
４ × １０

８ t ，天然气年产量在 １９６８ 年突破 ５０００ ×

１０
８m３

，进入高峰期 。

图 ３ 　美国天然气和原油产量比较图

　 　 ２）高峰期天然气的年产量比原油高 。石油年产
量在 １９７０年达到最高值 ４ ．８ × １０

８ t ，天然气年产量
在 １９７３年达到最高值 ６１５４ × １０

８m３
，相当于 ５ ．８ ×

１０
８ t原油（图 ３） 。

　 　 ３）天然气产量到现在一直处于高峰期 ，经历 ３７

年长盛不衰 ，而原油产量高峰期只持续了 ２３ 年 ，因
此天然气产量高峰持续的时间应比原油长（图 ３） 。

据预测 ，美国天然气高峰期产量可能还将持续较长
时间 。但储采比较低 ，一般为 １０ ∶ １左右 。

　 　 ４）从 １９８３年至 １９８９年的 ７年间 ，由于勘探及生
产增长受抑制 ，随着原油价格下降〔１０〕

，天然气年产量
略有下降 ，降至 ５０００ × １０

８m３ 以下 ，停留在 ４５５７ × １０
８

～ ４９４６ × １０
８m３

。从 １９８８年到 １９９４年 ，美国联邦政府
颁布了一系列的能源政策 ，使天然气市场发生了引人
注目的变化 ，此间 ，天然气年产量增加了 １０％

〔１１〕
。

　 　 ２ ．对中国天然气产量变化趋势的估计

　 　 与美国天然气发展历程相类比 ，中国天然气正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预计中国油气发展的特征应与
美国类似 ，天然气高峰年产量有可能超过原油高峰
年产量且高峰期持续时间较长 。理由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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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根据全国第二次资源评价结果 ，中国的石油
可采资源量为 １５０ × １０

８ t ，天然气可采资源量为 １４

× １０
１２m３

，相当于 １２５ × １０
８ t 原油 ，略小于石油可采

资源量 。美国的石油可采资源量为 ４９６ × １０
８ t ，天然

气可采资源量为 ５４ × １０
１２ m３ 〔１２ ，１３〕

，相当于 ４３６ × １０
８

t原油〔１３〕
，比估计的石油可采资源量低 ６０ × １０

８ t 。
但美国一直持续到 ２００３年原油年产量为 ２ ．８６ × １０

８

t ，天然气年产量为 ５７７０ × １０
８m３

，是原油产量的 １ ．８

倍（表 ２） 。近期 ，研究人员对我国天然气可采资源量
又作了评估 ，预计在 ２０ × １０

１２ m３ 以上 。 这样 ，中国
天然气高峰年产量超过石油高峰年产量既具有物质
基础 ，也具有可能性 。

　 　 （２）中国是世界上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

主要分布于华北地区及鄂尔多斯 、准噶尔 、吐哈 、塔
里木等盆地〔１４〕

。煤系烃源岩主要属于腐殖型有机质
类型 ，以生气为主 。目前中国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
中 ，煤成气占 ５４％ 。俄罗斯目前天然气总储量的约
７５％ 是煤成气 。 中国的煤成气储量比重不断增长
〔１５〕

，这意味着还可探明更多的天然气储量 。

　 　 （３）近 ２０年非常规气已成为美国天然气供应的
巨大来源 ，并且在将来会越来越重要 。以 ２００３年为
例 ，美国致密砂岩气年产量达到 １３００ × １０

８m３
，煤层

气达到 ４５３ × １０
８m３

，页岩气达到 １７０ × １０
８m３

，三者
之和为 １９２３ × １０

８m３
，是美国天然气年产量 ５７７０ ×

１０
８m３ 的 ３３％ ，而且这种趋势还将迅速增强 。我国

的四川 、鄂尔多斯和塔里木等盆地均分布着丰富的
致密砂岩气 ，目前动用程度极低 ，随着科技进步 ，中
国的致密砂岩气资源将会得到有效利用 ，对天然气
产量持续增长做出贡献 。

　 　 （４）中国的煤层气也相当丰富 。据最新预测结
果 ，中国煤田埋深小于 ２０００ m 的范围内 ，拥有的煤
层气地质资源量为 ３１ × １０

１２ m３
（褐煤未包括在内） ，

略低于中国陆上常规天然气地质资源量 ；若将褐煤
中的煤层气也计算在内 ，数量则更加可观 〔１６〕

。截至
２００４年底 ，中国累计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为 １０２３ ×

１０
８m３

，可采储量为 ４７０ × １０
８m３

，现正进行试生产 。

　 　 （５）笔者对世界上 ２００３ 年产量超过 １０００ ×

１０
８m３ 盛产天然气的 ５ 个国家进行了统计 ，非常凑
巧的是 ，这些国家的天然气产量均大于或略低于该
国当年原油的年产量（表 ２） 。俄罗斯发现了一批大
气田 ，天然气可采储量居世界首位 ，天然气年产量大
于原油年产量是合理的 。荷兰发现了大气田 ，原油
产量很低 ，天然气年产量大于原油年产量也合乎逻
辑 。但美国和加拿大与中国的条件比较类似 ，其天
然气年产量都大幅度地大于原油年产量 。美国的情
况前面已述 。 加拿大天然气年产量为 ２００４ ×

１０
８m３

，相当于 １ ．７８ × １０
８ t 原油 ，而原油年产量为

１ ．１１ × １０
８ t 。这种规律值得我们重视 。

　 　许多专家对中国天然气年产量的发展趋势都作
过估计 。但预测的范围大多在 ２０２０ 年以前（表 ３） 。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 ，２００５ 年中国天然气产量将达到
５００ × １０

８m３
，中国将进入产气大国行列〔２９〕

。大多数
学者还认为 ２０１０年中国天然气产量将不低于 ７００ ×

１０
８m３

，最高在 ８００ × １０
８
～ ９００ × １０

８m３ 之间 ，２０２０

年将不低于 １０００ × １０
８m３

，最高可达 １５００ × １０
８m３

。

据笔者分析 ，２０１０年天然气产量达到 ８００ × １０
８m３是

很有可能的 ，２０２０ 年比较有把握的年产量将达到
１２００ × １０

８m３
，乐观估计可能会达到 １５００ × １０

８m３
。

中国天然气的发展比石油落后 ２０ ～ ２５年 ，若石油产
量在 ２０１０年进入高峰期 ，年产量达到 １ ．８ × １０

８ t ，那
么 ，预计天然气产量在 ２０３０ 年左右进入高峰期 ，

２０３０年产量将达到 ２０００ × １０
８m３

。 ２０３５ 年将达到
天然气高峰年产量 ，在 ２５００ × １０

８m３ 左右 。 预计
２０５０年仍将处于高峰期 ，产量持续保持在 ２５００ ×

１０
８m３ 左右 。

三 、中国天然气发展
应快速走多元化供应的道路

　 　中国经历了从石油进口国变成出口国 ，１９９３ 年
又成为进口国这么一段曲折的过程 。中国天然气工

表 ２ 　 ２００３年天然气产量超过 １０００ × １０
８m３ 的国家的相关情况表

国 　家

天然气

剩余可采储量 产 　量

（１０
８m３

） （１０
８ t）１） （１０

８m３
） （１０

８ t）１） 储采比
原 　 　油

剩余可采储量

（１０
８ t）

产量

（１０
８ t） 储采比

气油产量比

俄罗斯 ４７５７２５ w．６０ ４２３ 祆．４ ６３７６ ゥ５ 弿．６７ ７４  ．６０ ８２ _．２ ４ _．１１ ２０  ．０ １ 殚．４

美 　国 ５２９３７ `．５０ ４７ 照．１ ５７７０ ゥ５ 弿．１４ ９  ．１７ ３１ _．１ ２ _．８６ １０  ．９ １ 殚．８

加拿大 １６７２６ `．５７ １４ 照．９ ２００４ ゥ１ 弿．７８ ８  ．３５ ２４５ v．１ １ _．１１ ２２０  ．８ １ 殚．６

英 　国 ６２８６ I．３７ ５ 揪．６ １０８３ ゥ０ 弿．９６ ５  ．８０ ６ H．４ １ _．０５ ６ 觋．１ ０ 殚．９

荷 　兰 １７５５６ `．５４ １５ 照．６ １０３６ ゥ０ 弿．９２ １６  ．９５ ０ 1．１５ ０ H．０２３ ６ 觋．５ ４０ ．０

　 　 　 　 注 ：１）转化为油当量数值 ，换算系数为 １０ × １０８m３ 天然气相当于 ８９ × １０４ t 油 。 数据来源 ：枟Oil & Gas Journal枠 ２００４ － ０３ － ２４ ，

枟国际石油经济枠 ，２００４ ；１２（６） ：６１ ～ 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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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有关学者对中国未来天然气年产量的预测表

预 测 学 者 预测年份
预测天然气年产量（１０

８m３
）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５０年

张抗〔１７〕
１９９４ 佑８４２ /．２９ ３６４２ t．０６

赵复兴〔１８〕
１９９６ 佑５００ ～ ６００ 媼７００ ～ １０００ �

万吉业等〔１９〕
１９９７ 佑８００  １０００ 媼

甑鹏 ，钱凯等〔１９〕
１９９７ 佑７１７ H．５ ～ ８３２ ．５ ９４６ ～ １２７０ 行．４

周凤起〔１９〕
１９９９ 佑７００ ～ ７５０ 媼１０００ ～ １５００  

贾文瑞 ，徐青 ，王燕灵等〔２０〕
１９９９ 佑５００ 觋７１０  

甑鹏 ，李景明 ，李东旭等〔２１〕 １９９９ 佑６６０ ～ ７７０ 媼１０００ 媼
戴金星〔２２〕

１９９９ 佑５００ 觋１０００ ]
马新华 ，钱凯 ，魏国齐等〔２３〕

１９９９ 佑７００ ～ ８００ 媼１０００ ～ １２００  
戴金星〔２４〕

２０００ 佑７００ ～ ８００ 媼１２００ ～ １３００  
周凤起〔２５〕

２００１ 佑１８００ ～ ２０００ 珑１８００ ～ ２０００  
张抗〔２６〕

２００１ 佑５００ 觋７２０  ９６０ F１１００ 媼
张抗 ，周总瑛 ，周庆凡〔１９〕

２００２ 佑４５０ ～ ５１０ ]７００ ～ ７４０ 媼９２０ F１０５０ 媼
周玉琦 ，易荣龙 ，舒文培等〔２７〕

２００３ 佑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赵贤正 ，李景明 ，李东旭〔２８〕

２００４ 佑５００ ～ ５５０ ]８００ ～ ９００ 媼１０００ ～ １２００ 珑１３００ ～ １５００  

业的发展理应走另外一条道路 ，应充分利用国内和

国外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 ，走多元化供应的道路 。

　 　 １ ．中国天然气多元化供应具有地理优势

　 　中国引进国外天然气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 ，其四周分布着 LNG主要出口国和天然气生产大
国 。北面与俄罗斯接壤 ，截至 ２００４ 年底 ，俄罗斯的

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为 ４７ ．６ × １０
１２ m３

，产量为 ６０７４

× １０
８m３

，居世界首位 。西面与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

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相邻 ，它们也具有丰

富的天然气资源 ，如其中的土库曼斯坦的剩余可采

储量为 ２ ．８６ × １０
１２ m３

，２００３ 年产量为 ５９２ × １０
８m３

，

出口天然气 ４３４ × １０
８m３ 〔３０〕

。东南沿海与印度尼西

亚 、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 LNG 出口国遥遥相望 。

其中印度尼西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LNG 出口国 ，

剩余可采储量为 ２ ．５６ × １０
１２ m３

，２００３ 年出口 LNG
达 ２５４７ × １０

４ t ，折合天然气 ３５７ × １０
８m３

；马来西亚是

世界上第三大 LNG 出口国 ，剩余可采储量为 ２ ．１ ×

１０
１２m３

，２００３年出口 LNG １６７０ × １０
４ t ，折合天然气

２３４ × １０
８m３

。中东是出口 LNG的主要地区之一 ，当

前生产国包括卡塔尔 、阿曼和阿联酋等 。其中卡塔

尔是世界第四大 LNG出口国 ，剩余可采储量最近有

较大幅度增长 ，为 ２５ ．８ × １０
１２ m３

，２００３ 年出口 LNG
１３７１ × １０

４ t ，折合天然气 １９２ × １０
８m３

；伊朗天然气

剩余可采储量仅次于俄罗斯 ，达 ２６ ．６ × １０
１２m３

，具有

很大的 LNG出口潜力 。

　 　 中国应充分利用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 ，迅速走

天然气多元化供应的道路 。从俄罗斯 、土库曼斯坦 、

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引进管道天然气 ，形成更广泛的

“西气东输”和“北气南送” 。 同时还要从印度尼西

亚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等国引进 LNG ，特别要大力

从中东国家引进 LNG 。

　 　 ２ ．中国天然气供应多元化以后 ，高峰年供应量

有可能超过 ４０００ × １０
８m３

　 　 ２０３０年以后中国天然气高峰年产量将达到约

２５００ × １０
８m３

。 如果能从国外进口约 ７０００ × １０
４ t

LNG ，则相当于约 ９００ × １０
８m３ 天然气 ，再进口管道

气 ６００ × １０
８m３ 左右 。届时中国的天然气供应量有

可能超过 ４０００ × １０
８m３

，接近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

１５％ 。这将大大改善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 ，减少环

境污染 。

四 、几点设想

　 　 １ ．大力加强天然气勘探 ，迅速增加优质储量

　 　随着“西气东输”等长输管线的建成投产 ，中国

天然气下游市场迅速发育成长 ，天然气需求量快速

增长 。 ２００４年底至 ２００５ 年初 ，北京等城市出现了

“气荒”现象 ，一些地区天然气供应告急 。 “西气东

输”管线的设计年输气量为 １２０ × １０
８m３

，但刚刚正

式输气不久 ，增量迅速的下游市场就要求将年输气

量尽快增至 １８０ × １０
８m３

，增加 ５０％ ，而且修建复线

的呼声也被提上议程 。这些现象说明 ，天然气市场

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给上游天然气供应能力造成了

较大的压力 。为了缓解供需矛盾 ，生产企业应大力

加强天然气勘探 ，寻找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场面 ，力争

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优质储量 。陆地上塔里木盆地 、

四川盆地 、鄂尔多斯盆地 、柴达木盆地四大气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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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获得优质储量 ，另外 ，准噶尔和松辽盆地也有可

能获得优质储量 。特别是其中的塔里木盆地及四川

盆地 ，要加大力度 ，尽快形成一些“战役性”场面 ，尽

快获得一批较大规模的优质储量 。

　 　 ２ ．中国低品位天然气资源丰富 ，要摸清家底 ，逐

步开发利用

　 　 中国天然气地质条件十分复杂 ，储层非均质性

较强 。低渗 、特低渗储层占相当大的比例 ，因此 ，天

然气低品位资源丰富 ，约占全国总资源量的 ４５％
〔１〕

。

面对这种形势 ，在大力寻找优质储量的同时 ，还不能

忽视低品位储量 ，应研究其分布规律 ，摸清家底 ，加

大科技攻关力度 ，有效益地动用低品位储量 ，逐步将

其开发利用 。

　 　 ３ ．２０２０年以后中国油气总产量将保持稳定并略

有增长

　 　 如前所述 ，中国的原油和天然气年产量进入高

峰期时间不一致 ，天然气要比原油晚 ２０ ～ ２５年 。因

此 ，在 ２０２０年前中国油气总产量将持续增长 。预计

２０２０年中国油气总产量将突破 ３ × １０
８ t 油当量 ，达

到 ３ ．１ × １０
８ t 油当量 。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４０ 年中国油气

总产量预计将分别达到 ３ ．６ × １０
８ t 和 ３ ．７ × １０

８ t 油
当量 。由此可见 ，在 ２０２０ 年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 ，

中国油气总产量将稳定在 ３ × １０
８ t油当量以上 ，并略

有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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