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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国天然气市场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多气源供应格局正在形成 。据现有的研究成果预测 ，到 ２０１５年 ，

规划的包括常规天然气 、煤层气 、煤制气和页岩气的国产气和进口管道气 、LNG最高供应量可达 ３ ５８６ × １０
８ m３

，比目前

预测的届时天然气需求量超出 ９００ × １０
８ m３ 以上 。最低情景下 ，到 ２０１５年中国天然气供应量也可达 ３ １８５ × １０

８ m３
，比

目前预测的届时天然气需求量超出近 ６００ × １０
８ m３

。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 ：２０１５ 年前 ，我国多气源供气格局将基本形

成 ，彻底结束目前天然气供应紧张的局面 ，理论上推测天然气供给量将全面超过需求量 ；基于 ９ × １０
４ km的长输管道和

１３０ × １０
８ m３ 的储气库工作气量 ，全国天然气供气灵活性 、可靠性将大为提高 ；到 ２０２０年 ，我国多气源供气格局将进一步

深化 ，基础设施将更加完备 。因此 ，在未来气源多样 、供应相对充足的前景下 ，如何优化供应格局显得更为重要 。最后建

议 ： ①协调处理好国内资源和引进资源的关系 ；②国家应该统筹协调各沿海地方 、各大石油企业引进 LNG 的规划 ；③尽

快解决国 、内外两种天然气的价差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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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 ，随着市场对清洁能源消费需求

量的不断加大和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法规的严格实施 ，

我国的天然气消费量快速增长 ，２０１１年全国天然气表

观消费量已达 １ ３０７ × １０
８ m３

，是 ２０００年的 ５倍以上 。

通过与欧美等天然气市场成熟国家的对比判断后认

为 ，我国天然气行业整体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未来

长期天然气消费量将继续保持年均两位数以上的增

速 。据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预测 ，２０１５年我国天

然气需求量可达 ２ ６００ × １０
８ m３

，２０２０年将超过 ４ ０００

× １０
８ m３ ［１］

。

　 　同石油一样 ，我国常规天然气产量增长难以满足

未来的长期需求 。据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

院的预测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年我国常规天然气产量分别仅

为１ ５００ × １０
８ m３

、２ ０００ × １０
８ m３ 左右 ，也就是说 ，未来

几年我国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寻找气源 ，才能弥补天然

气的供需缺口 ，而实际上这项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了［１］
。

　 　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石

油）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 、中国

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及地方国企和民企

的规划 ，２０２０ 年我国进口 LNG 可能达 ６００ × １０
８ m３

，

进口管道气最低可达 ７００ × １０
８ m３

；与此同时 ，我国非

常规天然气开发也将有大的发展 ，２０１５年煤层气（含

煤矿瓦斯）产量可达 ２００ × １０
８ m３ ［２］

、页岩气产量可达

６５ × １０
８ m３

、煤制气产能可达 ６００ × １０
８ m３ ［３］

。可以预

见 ，２０１５年前 ，我国以常规天然气为基础 ，进口气 、非

常规天然气为补充的多气源供应局面必将形成 ，２０２０

年将进一步深化 。

1 　 2020年前中国常规天然气产量分析
　 　我国常规天然气资源比较丰富 。据全国第三次油

气资源评价结果 ，常规天然气远景资源量为 ５６ × １０
１２

m３
，最终可采资源量约 ２２ × １０

１２ m３
。

　 　目前我国天然气尚处于勘探初期阶段 ，全国气层

气可采资源量探明率不到 ２０％ ，剩余可采资源量丰

富 。采用翁氏（翁文波）预测模型 、灰色 —哈伯特等方

法预测我国常规天然气的高峰年产量范围介于 ２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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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８
～ ２ ８００ × １０

８ m３
，产量增长高峰期持续到 ２０４５

年 。预计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年间 ，全国常规天然气产量年均

增长 １００ × １０
８ m３ 以上 ，２０１５ 年产量将突破 １ ５００ ×

１０
８ m３

，２０２０年产量将突破 ２ ０００ × １０
８ m３

。

2 　 2020年前中国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分析
2 ．1 　煤层气
　 　我国埋深 ２ ０００ m 以浅煤层气地质资源量约为
３６ ．８１ × １０

１２ m３
，居世界第三位 。 “十一五”期间 ，煤层

气开发从零起步 ，施工煤层气井 ５ ４００ 余口 ，形成年产

能 ３１ × １０
８ m３

。 ２０１０年 ，全国煤层气产量为 １５ × １０
８

m３
，其中商品气量为 １２ × １０

８ m３
。

　 　国家枟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枠

制定了更大的目标 ，这就是 ：到 ２０１５年 ，全国要新增煤

层气探明地质储量 １ × １０
１２ m３

，地面开发煤层气产量

达到 １６０ × １０
８ m３

，井下抽采煤矿瓦斯量达到 １４０ ×

１０
８ m３

（按利用率 ６０％ 、甲烷含量 ５０％ 测算 ，产量可达

４２ × １０
８ m３

） ，合计产量达到 ２００ × １０
８ m３

。

　 　实际上 ，国家煤层气开发“十一五”规划并没有完

成 ，究其原因 ：一方面可能在于体制 ，也就是煤层气开

发的矿权管理体制不健全 ，使得同一矿区煤层气和煤

炭两种矿权重叠设置 ，在具体开采过程中造成煤层气

开发与煤炭开采相互脱节 ，同时煤层气采矿权过于集

中 ，缺乏竞争及退出机制 ；另一方面虽然针对我国地质

条件的煤层气开采技术和手段已经有了很大进步 ，但

很多关键技术仍然被外国公司所垄断 ，开发技术和水

平仍然亟待提高 。 “十二五”规划能否顺利完成 ，关键

还是在于上述两个问题能否真正解决 。目前来看 ，国

家对于执行“先抽后采”“采煤采气一体化”的方针十分

明确 ，各地已经建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 ，如我

国煤层气开发的主体企业 ———中石油近两年和煤炭企

业形成了 ３种合作模式 ，分别是 ：沁南模式 ———在矿权

重叠区协议划分 ，分别开采 ，下游利用方面合作 ；潞安

模式 ———采煤采气一体化 ；三交模式 ———共同开发 ，先

采气后采煤 。同时 ，中石油近两年还加大了现场技术

实验的投资力度 ，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煤层气特点的

勘探开发配套系列技术 。

　 　因此 ，有理由相信 ，我国煤层气开发能够实现“十

二五”规划 ，２０１５年产量可达 ２００ × １０
８ m３

。

2 ．2 　页岩气
　 　 ２０１２年 ３月 １日 ，国土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

发布了枟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及有利区优选枠

成果 ，这是我国首次系统调查评价页岩气资源“家底” 。

经初步评价 ，我国陆域页岩气地质资源潜力为 １３４ ．４２

× １０
１２ m３

，可采资源潜力为 ２５ ．０８ × １０
１２ m３

（不含青藏

区） 。其中 ，已获工业气流或有页岩气发现的评价单元

面积约 ８８ × １０
４ km２

，页岩气地质资源量为 ９３ ．０１ ×

１０
１２ m３

，可采资源量为 １５ ．９５ × １０
１２ m３

。总体上 ，我国

页岩气资源基础雄厚 。

　 　按照国家枟页岩气发展规划（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枠的

目标 ，到 ２０１５ 年要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 ６ ０００ × １０
８

m３
，可采储量 ２ ０００ × １０

８ m３
。 ２０１５ 年全国页岩气年

产量将达 ６５ × １０
８ m３

，力争 ２０２０ 年年产量达到 ６００ ×

１０
８
～ １ ０００ × １０

８ m３
。

　 　无疑 ，我国页岩气的规模性开发十分有利于国家

天然气供应安全 。但页岩气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 ，以

下几个问题不是短期内都能够解决的 ：① 我国在页岩

气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方面还很薄弱 ，尤其是开采前

期的实验测试 、选区评价等技术 ；②页岩气属于非常规

低品位天然气 ，其开发周期长 、投资大 ，短期内难以见

到经济效益 ；③其潜在的环境影响让人们担忧 。

　 　针对上述问题 ，国家已经设立“页岩气勘探开发关

键技术”研究项目 ，成立了国家能源页岩气研发（实验）

中心 ，以加大页岩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研发力度 。同

时 ，多项鼓励性政策也可能将陆续出台 ，包括 ：① 补贴

可能超过 ０ ．２元／m３
（煤层气补贴 ０ ．２元／m３

） ；②在现

有的油气矿业权区域内 ，鼓励让拥有该区块的企业先

行进行勘查开发 ，但是如果该企业由于某些原因退出

开采或者在“十二五”期间内开采成果不利 ，会依法将

这部分区域当成空白区进行招标 ；③ 大幅度提高最低

勘查投入资金额度等 。

　 　有理由相信 ，随着资源基础的进一步落实 ，多元化

投资主体的形成和国外引进技术的再创新 ，我国能够

实现自己的页岩气开发目标 。

2 ．3 　煤制气
　 　鉴于中国天然气需求旺盛的前景和引进天然气价

格高的现状 ，近两年国内煤制气企业发展迅速 。据不

完全统计 ，中国在建 、拟建的煤制天然气项目约有 ３９

个 ，设计总产能达 １ ７６５ × １０
８ m３

／a ，相当于中国 ２０１１

年全国天然气总产量的 １ ．７２倍 ，其中新疆 、内蒙古两

地产能之和占全国总产能的八成以上［４］
。

　 　根据“广州息旺能源咨询有限公司”的统计 ，２０１５

年前我国可能有 １３ 个煤制气项目投产 ，总产能超过

６００ × １０
８ m３

／a（表 １） 。

3 　 2020年前中国进口天然气情况分析
　 　 进口天然气是保障我国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补

充 ，从相关企业的LNG和管道气进口规划来看 ，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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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 2015年前投产的煤制天然气项目统计表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区 设计年产能／１０
８ m３ 览状态 投产或部分投产年份

大唐国际 　 　 　内蒙古赤峰市 　 　 　 　 　 　 　 　 ４０ m在建 ２０１２ 殮
新疆广汇 　 　 　新疆哈密地区伊吾县 　 　 　 　 　 １０ m在建 ２０１２ 殮
庆华集团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５５ m在建 ２０１２ 殮
内蒙古汇能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４０ m在建 ２０１３ 殮
酒钢集团 　 　 　甘肃张掖市 　 　 　 　 　 　 　 　 　 ４０ m在建 ２０１３ 殮
大唐国际 　 　 　辽宁阜新市 　 　 　 　 　 　 　 　 　 ４０ m在建 ２０１３ 殮
新天煤化工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２０ m报批 ２０１４ 殮
神华集团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２０ m计划 ２０１４ 殮
徐矿集团 　 　 　新疆塔城地区 　 　 　 　 　 　 　 　 ４０ m在建 ２０１４ 殮
中电投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 　 ６０ m前期 ２０１４ 殮
中电投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６０ m前期 ２０１４ 殮
国电集团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１００ 剟在建 ２０１５ 殮
新疆广汇 　 　 　新疆哈密地区富蕴县 　 　 　 　 　 １２０ 剟在建 ２０１５ 殮

　 　 注 ：资料来源于广州息旺能源咨询有限公司

量长期增长趋势十分明显 。

3 ．1 　进口 LNG
　 　我国 LNG大规模进口始于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１年年进

口量已达 １７０ × １０
８ m３

。截至 ２０１１年底 ，我国共投运

LNG接收站 ５座 ，总计接收能力（按一期计算）达 １ ５８０

× １０
４ t／a ，２０１１年总计进口量达 １ ２２０ × １０

４ t（表 ２）。

　 　截止到 ２０１１年底 ，我国还有在建 LNG 接收站项

目 ６座（表 ３） 。根据已建 、在建的 LNG 接收站项目测
算 ，２０１５年我国 LNG 接收能力（均按一期计算）将达

３ ３８０ × １０
４ t／a（４６０ × １０８ m３

／a） 。
　 　目前 ，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及地方国企和民营

企业仍在积极筹划新的 LNG 接收站 。根据多方面的

信息估算 ，２０２０ 年我国 LNG 进口量总计或将达到
４ ４００ × １０

４ t／a（６００ × １０８ m３
／a） 。

表 2 　中国已建成投产 LNG接收站项目统计表
LNG项目名称 所在位置 所属单位

设计能力／１０
４ t · a － １

一期 一 、二期合计
投产时间

广东大鹏 　广东深圳大鹏湾 　 　 　 中海油 ３７０ >７００ 洓　 　 ２００６年

福建莆田 福建莆田湄洲湾 　 　 中海油 ２６０ >６００ 洓　 　 ２００８年 ４月

上海洋山 上海洋山深水港 　 　 中海油 ３００ >６００ 洓　 　 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

江苏如东 江苏如东洋口港 　 　 中石油 ３５０ >６５０ 洓　 　 ２０１１年 ６月

辽宁大连 辽宁大连大孤山半岛 中石油 ３００ >６００ 洓　 　 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

　 　 注 ：资料来源于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枟２０１１ 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枠

表 3 　中国在建 LNG接收站项目统计表

LNG项目名称 所在位置 所属单位
设计能力／１０

４ t · a － １
一期 二期合计

投产时间

　浙江宁波 浙江宁波白峰镇中宅 　 　 　 　 中海油 ３００ >９００ 洓　 　 ２０１２年

　珠海金湾 广东珠海高栏港 　 　 　 　 　 　 中海油 ３５０ >７００ 洓　 　 ２０１２年底

　山东青岛 山东青岛胶南董家口 　 　 　 　 中石化 ３００ >６００ 洓　 　 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广东揭阳 广东揭阳惠来县 　 　 　 　 　 　 中海油 ２００ >４００ 洓　 　 ２０１３年

　河北曹妃甸 唐山市唐海县曹妃甸港区 　 　 中石油 ３５０ >６５０ 洓　 　 ２０１３年

　海南 LNG 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黑岩港区 中海油 ３００ >３００ 洓　 　 ２０１４年

　 　 注 ：资料来源于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枟２０１１ 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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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进口管道气
　 　我国管道气进口始于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进口总量

达 １４４ × １０
８ m３

。目前 ，西气东输二线已经全线贯通 ，

西气东输三线正在进行前期工作 ，西气东输四线也在

勘测线路 。继 ２０１１年 ８月 １ 日中缅油气管道工程缅

甸段第一标 B 段主线路工程开工以来 ，该工程进展

顺利 。

　 　根据规划测算 ，２０１５ 年 ，我国管道气最大进口量

可达 ６６０ × １０
８ m３

；２０２０年前 ，即使暂不考虑从俄罗斯

进口的管道天然气量 ，全国引进管道气的规模也可能

超过 ７００ × １０
８ m３

／a 。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２０１５ 年

前 ，我国多气源供气格局将基本形成 ，彻底结束目前天

然气供应紧张的局面 ，理论上推测天然气供给量将全

面超过需求量 。基于 ９ × １０
４ km 的长输管道和 １３０ ×

１０
８ m３ 的储气库工作气量 ，全国天然气供气灵活性 、

可靠性将大为提高 。到 ２０２０年 ，我国多气源供气格局

将进一步深化 ，基础设施更加完备 。

　 　高情景下（需求量以 ２０１５年 ２ ６００ × １０
８ m３

，２０２０

年 ４ ０００ × １０
８ m３ 为标准 ，供给量以各种气源最大化

计算）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我国天然气可供量分别超过需求

量 ９８５ × １０
８
、２ １２０ × １０

８ m３
（表 ４） 。

　 　低情景下（需求量以 ２０１５年 ２ ６００ × １０
８ m３

，２０２０

年 ４ ０００ × １０
８ m３ 为标准 ，供给量以各种气源低值计

算）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我国天然气可供量分别超过需求量

５８５ × １０
８
、９２０ × １０

８ m３
（表 ５） 。

表 4 　 2015 、2020年中国天然气需求量与供应量对比表（高情景下） １０
８ m３

　 　

对比项目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备 　注

总需求量 ２ ６００ ４ ０００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预测

总供应量 ３ ５８５ 蝌６ １２０ 　

其中 ：１）国内供应

　 ①常规天然气 １ ９００ ２ ５００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预测最高产量

　 ②煤制气 　 ３００ ６００ 　 笔者预测认为 ，２０１５年仅有 ５０％ 的能力能够投运

　 ③煤层气 　 ２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１５年 ，中石油 、中石化和中联煤是产量的主体 ，笔者预测认为 ２０２０年我国煤
层气产量在 ２０１５年基础上翻番

　 ④页岩气 　 ６５ １ ０００ 　 ２０２０年产量取“十二五”规划的最大值

２）进口气

　 ①管道气 　 ６６０ ７２０ ＋ ３００ 　 ２０２０年考虑西气东输三线（中亚） 、西气东输亚四线（中亚） 、缅甸 、俄罗斯西线气

　 ② LNG 　 ４６０ ６００ 　 所有规划项目预计顺利投运

供大于求 　 ９８５ ２ １２０ 　

　 　 注 ：表中“中联煤”是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 ，下同

表 5 　 2015 、2020年中国天然气需求量与供应量对比表（低情景下） １０
８ m３

　 　

对比项目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备 　注

总需求量 ２ ６００ ４ ０００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预测

总供应量 ３ １８５ ４ ９２０

其中 ：１）国内供应

　 ①常规天然气 １ ５００ ２ ０００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预测最低产量

　 ②煤制气 　 ３００ 　 ６００ 笔者预测认为 ，２０１５年仅有 ５０％ 的项目能够投运

　 ③煤层气 　 ２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１５年 ，中石油 、中石化和中联煤是产量的主体 ，２０２０年我国煤层气产量在
２０１５年基础上翻番

　 ④页岩气 　 ６５ 　 ６００ ２０２０年产量取“十二五”规划的最小值

２）进口气

　 ①管道气 　 ６６０ 　 ７２０ 仅考虑西气东输（中亚） 、缅甸气

　 ② LNG 　 ４６０ 　 ６００ 所有规划项目预计顺利投运

供大于求 　 ５８５ 　 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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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在未来气源多样 、供应相对充足的前景下 ，

如何优化供应格局显得更为重要 。在此 ，笔者提出 ３

点建议 。

　 　 １）协调处理好国内资源和引进资源的关系 。要始

终将国内资源作为基础 ，关键是大力发展非常规天然

气 。从国际经验看 ，国内天然气占主体的国家一般气

价相对较低 ，而进口资源占主体必然承受高气价之痛 。

　 　 ２）国家应该统筹协调各沿海地方 、各大石油企业

引进 LNG 的规划 。自 ２０１１ 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

以来 ，全球 LNG 供应又进入新一轮紧张时期 ，这一阶

段可能持续 ５ ～ ７ 年 。 在这一阶段签订 LNG 资源引
进合同价格条款会对买方十分不利 ，而实际进口时又

可能恰逢国内天然气资源供应高峰期 。一方面可能会

造成巨额亏损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给国家天然气价格

调整带来巨大的压力 。

　 　 ３）尽快解决国 、内外两种天然气的价差问题 。这

是保证引进企业得到合理回报的基础 ，要按照 ２０１１年

年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的“市场净回值”定价

机制 ，重新设定各油气田出厂价 ，并尽快向全国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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