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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然气产量峰值研究及建议

陆家亮　赵素平　孙玉平　唐红君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摘　要　天然气产量峰值研究，对于国家能源战略制定、天然气产业链协调发展、油公司投资决策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从天然气资源地质与开发特点出发，利用多种方法分析研究了中国常规气（含致密气）、煤层气和页岩气的产量峰值。结果表明 ：

① 2035 年中国天然气总产量将达到 2 800×108 ～ 3 300×108 m3、2050 年将达到 3 300×108 ～ 4 100×108 m3 ；②预测期内，中国常

规气产量峰值可见，煤层气和页岩气产量峰值则需持续跟踪研究 ；③考虑到未来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开发的突破，中国天然气产量增

长潜力较大、前景光明。为实现能源转型和节能减排的战略目标、保证安全平稳供气，必须及时研究判断国际政治、经济、能源发

展形势，谋划全球天然气战略布局。依据对中国天然气供需形势的分析结果，提出了 4 点建议 ：①加大对国内深层、深水、非常规

等类型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巩固国内天然气供给的主导地位 ；②高度重视海外天然气资源利用战略布局，采取多种方式保障国

内天然气市场的供应安全 ；③加快对天然气水合物的开发评价，扩大并夯实天然气产量峰值的资源基础 ；④加强天然气峰值产量滚

动研究，不断增强在国际竞争中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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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aks of natural gas produc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lanning of national energy strategy, the coordinated de-
velopment of natural gas industry chain and the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for oil and gas companies. Therefore, based on natural gas 
geological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the production peaks of conventional gas (including tight gas), CBM and shale gas in China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forecasted using multiple method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first, the cumulative gas 
production in China will reach 280–330 bcm by 2035 and 330–410 bcm by 2050; second, the conventional gas production peaks will be 
easily predicable during the forecast period, while the peaks of CBM and shale gas production need to be further forecasted and tracked 
continuously; third, with the possible breakthrough of gas hydrat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eing considered, gas production in Chi-
na has a great potential and bright future. In order to achieve a strategic goal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 and conservation and to guarantee 
a safe and stable gas supply, a timely profound analysis and study will be necessary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nergy 
development situation for a global gas strategic layout. In view of th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omestic natural gas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the following proposals are put forward: to speed up the domestic tapping and commercial production of those deep-strata, 
deep-water and unconventional gas resources to consolidat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domestic natural gas supply; to attach great impor-
tance to a strategic layout of overseas gas resources utilization and to adopt various ways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domestic gas market; 
to accelerate the evaluation of gas hydrat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enlarge and consolidate the gas resource basis; and to strengthen a dy-
namic forecast on the peaks of gas production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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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 10 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跻身全球天

然气产量、消费量大国行列。当下，气候变化的压力

与能源领域新技术发展共同驱动着全球能源大变革，

“更多清洁能源、更少二氧化碳”成为能源革命的主

旋律，提高天然气消费比例已成为中国治理大气污

染和雾霾的最佳现实选择，未来中国天然气市场发

展潜力巨大。科学研究和判断天然气产量峰值对于

国家能源战略制定、统筹国产气与进口气资源布局、

合理规划天然气业务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峰值

产量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资源基

础、经济水平、地缘政治、技术进步、环境保护等多

重因素，准确评估难度大，必须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

为此，基于多年从事天然气战略研究的认识及经验，

笔者采用多种方法、结合多种情景，按照不同资源

类型评估了中国天然气的产量峰值，以期对国家能

源战略部署、天然气产业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1　对天然气产量峰值的认识

1.1　产量峰值的基本概念

“石油峰值”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源于美国著名石

油地质学家哈伯特 (Hubbert) 1949 年发现的矿物资源

“钟形曲线”规律
[1]。他认为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

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达到最高点，达到峰值后，

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 [1]。1956年，

在美国石油产量仍不断增长的大背景下，哈伯特便大

胆预言美国的石油产量在 1967—1971 年达到峰值后

将会下降。1970 年，美国石油产量果然达到阶段顶点。

这一“精准”的预测结果使哈伯特的石油峰值理论

引发了一场巨大的轰动，由此将石油峰值研究推向

了高潮。

随着研究的深入，石油峰值的概念得到了补充

和完善。爱尔兰地质学家坎贝尔（Campbell）将石油

峰值定义为某一油区或者国家油气产量出现的高峰

极值及其到来时期
[2]。美国前能源顾问斯克里鲍斯基

（Skrebowski）将石油峰值定义为这样一个点，在该

点之后，石油产量不再增加，但是这一点并不意味

着石油的枯竭，而只是意味着石油产量不再增加 [3]。

国内第一个关于油气田储量、产量的中长期

预测模型始于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院士。他在

1984 年出版的《预测论基础》[4] 专著中指出，任何

有限体事物都是“兴起—成长—鼎盛—衰亡”的自

然过程，油气的开采也有着类似的规律，并且在此

基础上建立了油气储产量预测的“翁氏模型”。之后，

陈元千等学者对油气产量预测也进行了大量的分析

和研究 [5-6]。

较之于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相对较晚且长

期作为石油的附产品出现，关于天然气产量峰值的

关注度远不及石油，也未检索到有关系统研究全球

天然气峰值产量的报道。笔者认为，天然气产量峰

值研究应充分考虑天然气产业链具有上中下游一体

化的特点，消费市场和输配管网建设都要求天然气

供应必须有较长的稳定期。为此，将天然气产量峰

值定义为国家或盆地天然气产量达到最大规模（上

下波动不超过 5%）、持续稳产时间不低于 20 年时所

对应的产量。也就是说，天然气峰值产量的到来并

不意味着天然气产量即将走向枯竭，而是有一个较

长的平台期。

1.2　产量峰值研究的重要性

天然气产量峰值研究对于促进能源转型和减少

CO2 排放量、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人们科

学合理利用天然气资源的意识等都具有迫切的现实

意义。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合理评价天然气产量峰

值有利于制定能源安全战略、超前谋划海外天然气

资源利用布局、科学部署国家天然气发展要务。从

油公司的角度来看，把握天然气产量峰值有利于科

学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和油气田开发规划部署、合理

配置资产、实现效益最大化等，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

从天然气产业链来看，产量峰值不仅是产业链一体

化协调发展的关键，而且也是中游输配管网建设和

下游市场开拓的基础。

1.3　对产量峰值的认识具有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产量峰值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其影响因素众多。不同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对峰

值的认识都有其相应的条件，条件一旦改变，峰值

也就随之发生变化，甚至同一研究机构和学者对峰

值的认识也会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对产

量峰值的认识具有不确定性。有关石油产量峰值问

题业界一直争论不休，其原因主要是人们往往只过

度关注峰值的结果，而忽略了峰值的条件。

可以肯定的是，油气作为一种总量有限的资源，

峰值是客观存在的，研究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峰值的大

小以及达到峰值的时间。随着油气资源范围由陆上

常规、非常规、到海上再到极地，资源规模不断扩大，

同时考虑技术突破、激励政策、能源结构调整等影

响因素的变化，都使得我们需要不断研究、修正对

峰值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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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天然气产量峰值研究

2.1　天然气产量的预测方法

目前，天然气产量的预测方法主要包括：类比

法（如资源采气速度法）、生命模型法（如哈伯特、

翁氏模型等）、组合模型法（灰色—哈伯特法等）、储

采比控制法、产量构成法、油气藏工程法和供需一

体化预测法等（表 1）。每一种预测方法的特点和适

用条件都不尽相同：盆地勘探开发初期一般采用类

比法，中后期侧重于生命模型法和组合模型法；在

气田层面一般采用油气藏工程法，在盆地和国家层

面则更多地使用生命模型法、产量构成法、组合模

型法和供需一体化法；短期预测时采用产量构成法、

组合模型法具有较高的精度，中长期预测时使用生

命模型、储产比控制法更能把握宏观趋势；而供需

一体化预测法则着眼于市场需求，基于天然气业务

一体化协调发展的要求来预测产量。

笔者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在原天然气产量预

测方法的基础上，研究形成了灰色—哈伯特、神经网

络—哈伯特和产量构成（不确定性模型）等新方法 [7-8]，

集成开发了“天然气产量预测系统”（图 1）。该系统

既能够反映宏观发展趋势又能够提高预测精度，从

表 1　天然气产量预测方法对比表

序号 预测方法 所需数据 特  点

1

生命模型法：

哈伯特模型、

翁氏模型、

HCZ 模型

最终累计采出资源

量、历史产量

对未来产量趋势

的预测依赖于天

然气开发历史

2

组合模型法：

灰色—哈伯特

法、神经网

络—哈伯特法

阶段累计采出资源

量、历史产量、影

响因素权重（地质、

技术、市场、政策

等）

运用灰色理论和

神经网络拟合效

果好的优点，进一

步优化生命旋回

模型，得到全局更

优的预测结果

3 储采比控制法

剩余可采储量、年

度新增可采储量、

储采比

取决于新增储量

规模以及储量—

产量的平衡关系

4 产量构成法
储量指标、开发指

标、开发节奏

可靠程度高，但涉

及参数较多

5
类比法（如资

源采气速度

法）

盆地 / 气田资源量

储量、采气速度

开发早期的主要

方法，不确定性大

6 油气藏工程法
气田历史产量、地

质模型

对单个气藏或气

田的产量进行预

测

7
供需一体化预

测法

供应、需求、配套、

政策等

上中下游一体化，

涉及参数多

图 1　天然气产量预测系统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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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便于快捷地对天然气产量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

本文基于上述预测系统，结合不同资源特点，预测

了国内常规气（含致密气，下同）、煤层气和页岩气

的产量，并按时间顺序叠加得到了中国天然气产量

的发展趋势。

2.2　常规气

2.2.1　资源基础

天然气资源量是产量预测的基础。据 2015 年

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结果，中国天然气可采资源

量为 50.1×1012 m3[9]。截至 2016 年底，全国累计探

明气层气可采储量 6.64×1012 m3，天然气探明程度

为 13.3%。国外的勘探开发经验表明，成熟盆地天然

气探明率介于 30% ～ 60%[10]，结合国内天然气地质

条件，将我国天然气资源最终探明程度设置为 40%
和 50% 两种情景，即累计探明天然气可采储量介于

20×1012 ～ 25×1012 m3。

2000 年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需求量

的持续增加以及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天然气作为一

种相对清洁高效的能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各

油公司持续加大对天然气业务的投入，中国天然气

储量实现了高峰增长，年均新增探明可采储量超过

3 000×108 m3（图 2）。从国家和油公司发展战略来看，

天然气仍是中长期战略发展的重点，结合天然气资

源量和近期的勘探成果，笔者认为 2030 年前，中国

天然气新增储量可以持续高峰增长；利用生命模型

拟合得出了 2030 年之后阶段新增可采储量潜力（表

2）。按此储量增长趋势，2030、2050 年中国天然气

资源探明率分别为 23%、33%，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

2.2.2　研究结果

基于上述资源潜力分析结果，利用多种方法预

测了 2050 年前的中国常规气产量，结果分述于下。

2.2.2.1　生命模型、组合模型法

产量变化具有生命周期性，即产量先后经历快

速上升的青年期、相对稳定的壮年期、急剧下降的老

年期和低产背景下缓慢下降的衰亡期。这是利用翁

氏模型、胡陈张模型、哈伯特模型、灰色—哈伯特组

合模型的理论基础。采用以上方法的分析结果认为，

中国常规气产量峰值将于 2026 年前后到达，其峰值

产量介于 2 400×108 ～ 2 600×108 m3（图 3）。

2.2.2.2　产量构成法

产量构成法的内涵是以气田 / 项目 / 区块为基本

单位，依据开发指标，测算各基本单位的天然气产量

潜力，进而叠加得出产量总目标。该方法预测结果相

对可靠，但需要的参数较多。鉴于开发指标存在着

不确定性，研究中采用国内外 100 多个大中型气田

的开发指标分布规律，由此形成开发指标概率分布，

采用随机概率对结果进行测算，模拟计算 200 次产

量概率分布。预测得到的 P95、P5 中国常规天然气

高峰产量介于 1 800×108 ～ 2 500×108 m3，P50 概率

对应的预测结果为 2 100×108 m3 左右（图 4、表 3）。

2.2.2.3　储采比控制法

该方法的预测原理是以储采比作为控制条件来

进行产量预测，通过合理控制产量和储量的匹配关系，

保持较长时期的产量稳定，实现天然气业务可持续发

展。其核心是储采比的合理取值。根据多个国家不同

阶段的储采比变化规律，结合中国天然气资源特点，

设置稳产期储采比为 20 和 25 两种情景
[11]。评价结果

表明，中国常规天然气高峰产量介于 2 100×108 ～ 
2 300×108 m3，高峰期到达时间分别为 2028 年、

2030 年。图 2　1996—2016 年中国常规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统计结果图

表 2　中国常规天然气可采储量增长潜力预测结果表

预  测  结  果 2017—2020 年 2021—2025 年 2026—2030 年 2031—2040 年 2041—2050 年

阶段累计探明可采储量 /1012 m3 1.40 1.75 1.60 2.80 2.20 

年均探明可采储量 /108 m3 3 500 3 500 3 200 2 800 2 200

期末累计探明可采储量 /1012 m3 8.04 9.79 11.39 14.19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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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方法预测的中国常规气高峰产量结果表

采 用 方 法 高峰产量 /108 m3 达到高峰产量时间

生命模型、组合模型法 2 400 ～ 2 600 2028—2030 年

产量构成法 1 800 ～ 2 500 2029—2031 年

储采比控制法 2 100 ～ 2 300 2028—2030 年

综合分析结果

（笔者推荐）
2 000 ～ 2 200 2028—2030 年

国煤层气产量为 45×108 m3。

国家能源局提出“十三五”期间，新增煤层气

探明地质储量 4 200×108 m3，2020 年煤层气抽采量

达到 240×108 m3[12]。刘琪和张映斌 [13] 根据气价、井

数、单井日产量等参数研究认为，2020 年我国的煤

图 4　基于产量构成法的中国常规气产量预测结果图

图 3　基于生命模型、组合模型法的中国常规

天然气产量预测结果图

表 3　　不同概率对应的中国常规气峰值产量预测结果表

概率（大于概率） 到达峰值年份 峰值起止时间 峰值产量区间 /108 m3 峰值产量平均值 /108 m3

P95 2029 2029—2048 年 1 787 ～ 2 186 1 892

P50 2030 2030—2049 年 2 056 ～ 2 186 2 132

P5 2031 2031—2050 年 2 312 ～ 2 501 2 430

2.2.2.4　综合分析结果

生命模型法和组合模型法基于对天然气资源量

的评价结果来进行预测，其预测结果偏高。产量构

成法基于单个气田产量叠加并考虑每个气田产量的

不确定性。储采比控制法基于储量和产量的相互匹

配关系和稳产期约束，预测结果相对可靠。笔者综

合分析后的推荐结果：中国常规天然气产量峰值介

于 2 000×108 ～ 2 200×108 m3（表 4）。

2.3　煤层气

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 2015 年全国油气资源动态

评价成果，我国埋深 2 000 m 以浅煤层气地质资源量

为 30×1012 m3，可采资源量为 12.5×1012 m3。其中

具有现实可开发价值的有利区可采资源量为 4×1012 

m3，主要分布在沁水盆地南部、鄂尔多斯盆地东缘、

滇东黔西盆地北部和准噶尔盆地南部。从勘探开发

实践看，我国煤层气以高煤阶为主，与国外以低煤

阶为主不同，我国煤层气勘探开发还存在着中高煤

阶深层开发主体技术、低煤阶开发技术等薄弱环节。

截至 2016 年底，全国累计探明煤层气地质储量为

6 928×108 m3，可采储量为 3 485×108 m3。经过 20
余年的探索，已实现煤层气的工业生产，初步建成

沁水、鄂尔多斯东缘两大地面生产基地，2016 年全

层气产量将介于 100×108 ～ 250×108 m3，2030 年将

介于 300×108 ～ 500×108 m3。国土资源部的研究成

果 [9] 认为：2030 年前我国的煤层气年探明地质储量

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2016—2020 年可累计探明

煤层气储量超过 3 500×108 m3，年均为 700×108 m3 ；

2021—2030 年可累计探明超过 9 400×108 m3，年均

为 946×108 m3 ；2020 年煤层气产量为 251×108 m3，

2030 年为 370×108 m3。

笔者以重点盆地未来资源潜力分析结果为基础，

参考国外和国内已开发区块的经验来设置资源动用

情景。近期以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 1 000 m
以浅煤层气资源为主，中期向其他地区 1 000 m 以浅

资源拓展，远期开发动用深度介于 1 000 ～ 1 500 m
的资源。笔者参考国内外煤层气开发经验，基于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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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中国天然气产量峰值预测结果表      　　　　　　　　　　　　　　    108 m3　

类型 2020 年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2050 年

常规气 1 500 ～ 1 550 1 800 ～ 1 900 2 000 ～ 2 200 2 000 ～ 2 200 2 000 ～ 2 100

煤层气 60 ～ 80 100 ～ 150 150 ～ 200 200 ～ 300 300 ～ 500

页岩气 190 ～ 220 200 ～ 400 400 ～ 600 600 ～ 800 1 000 ～ 1 500

合  计 1 750 ～ 1 850 2 100 ～ 2 450 2 550 ～ 3 000 2 800 ～ 3 300 3 300 ～ 4 100

控制条件：1 000 m 以浅资源探明率、采收率、稳产

期末采出程度均取中值 40% ；1 000 ～ 1 500 m 资源

探明率和采收率均取值 30%，稳产期末采出程度取

40%，开发指标参考樊庄、沁水、保德等区块的开发

动态，可采储量采气速度取值 3%，建产期 3 年（含

排水期）。由此预测，2035 年中国煤层气产量将介于

200×108 ～ 300×108 m3 ；若矿权进一步理顺，中高

煤阶深层、低煤阶煤层气开发技术获得突破，财政

补贴政策持续，2050 年中国煤层气产量则有望达到

500×108 m3。

2.4　页岩气

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成果表明，全国埋深

4 500 m 以浅页岩气地质资源量为 122×1012 m3，可

采资源量为 22×1012 m3。其中具有现实可开发价值的

有利区可采资源量为 5.5×1012 m3，主要分布在四川

盆地及其周缘。截至 2016 年底，中国页岩气累计探

明地质储量 5 441×108 m3，探明可采储量 1 360×108 

m3，2016 年全国页岩气产量为 78.8×108 m3。

自美国“页岩气革命”获得成功进而大幅度提

高天然气产量后，国内各机构也对中国页岩气发展

前景给予了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对 2020 年中国

页岩气的产量预测结果基本一致，介于 100×108 ～ 
200×108 m3 ；但 2030 年中国页岩气产量预测值的差

别较大，介于 200×108 ～ 1 500×108 m3 [14-19]。

美国页岩气可采资源量为 18.8×1012 m3，2015
年产量达 4 300×108 m3[20]，重要的页岩气产区 [21] 稳

产期可采储量采气速度介于 2.3% ～ 3.0%（表 5）。笔

者以调查报告公布的资源量为基础，类比美国的页岩

气资源量和重要产区开发规律后认为，四川盆地及其

周缘的 5.5×1012 m3 页岩气资源量可保证 1 200×108 

m3 的产量规模，中远期突破海陆过渡相和陆相页岩

气，则中国的页岩气年产量可超过 1 500×108 m3。

2.5　对中国天然气产量峰值的综合评价

综合对常规气、煤层气、页岩气产量的预测结果，

考虑资源接替时间效应，笔者预测 2020 年中国天然

气产量将介于 1 750×108 ～ 1 850×108 m3，2035 年

将介于 2 800×108 ～ 3 300×108 m3，2050 年将介于

3 300×108 ～ 4 100×108 m3（表 6）。
从天然气产量构成类型看，常规气勘探开发时

间较长，开发规律和技术也相对成熟，未来发展趋

势比较清晰，常规气峰值范围基本确定，预测的产

量规模可信度高。

煤层气和页岩气总体上还处于规模开发初期，

资源规模待落实，资源品位低，受开发技术、气价和

政策等因素影响，产量预测结果不确定性较大，其产

量峰值以及达到峰值的时间仍有待于持续跟踪研究。

此外，我国天然气供应还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

确定因素，那就是天然气水合物。2017 年 5 月 10 日，

表 5　美国页岩气重要产气区相关参数对比表

相 关 参 数 Antrim Barnett Fayetteville Haynesville Eagle Ford

开发阶段 递减 递减 递减 稳产 / 递减 递减

可采储量 /1012 m3 0.198 1.25 0.9051 2.11 1.92

至 2017 年累计产量 /108 m3 982 5 032 2 213 4 071 2 480

至 2017 年采出程度 50.0% 40.0% 24.4% 19.3% 13.0%

2017 年产量 /108 m3 22 293 175 405 408

高峰年产量 /108 m3 55 516 287 704 493

稳产规模 /108 m3 51.6 470 275 482 444

可采储量采气速度 2.60% 3.76% 3.04% 2.28% 2.31%

数据来源：产量数据来自于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储量数据来自于《北美典型页岩油气藏开发模式及工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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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程首次试气点火，并

持续试采 60 天，累计产气量超过 30×104 m3，创造

了产气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录，迈出了天然气水合

物勘探开发的关键一步 [22]。尽管目前仍存在着经济

性、技术性方面的瓶颈，但这些难题并非不能突破。

未来一旦实现革命性突破，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潜力

将十分巨大，有可能成为中国天然气产量再上新台

阶的重要推手。

3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预测期内中国的常规气峰

值可见，页岩气和煤层气峰值需持续跟踪研究，考

虑到未来天然气水合物的突破，中国天然气产量增

长潜力较大，前景光明。

从我国能源消费革命、美丽中国建设的要求来

分析，预计 2035 年和 2050 年国内天然气需求量将

分别达到 5 500×108 m3 和 8 000×108 m3，国内天然

气产量不能满足需求量。为了扩大天然气供应规模，

实现能源转型和节能减排的战略目标、保证安全平

稳供气，在此提出如下建议。

3.1　加大对国内深层、深水、非常规等类型天然气

资源的勘探开发，巩固国内天然气供给的主导地位

深层、深水常规气资源丰富，勘探开发程度低，

具有较大的增储上产潜力。深层气藏成藏机制、地

震预测与井筒技术等是制约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的

理论与技术难题，建议加强深层地震资料采集、处理、

解释一体化攻关，加大安全快速钻井、油气层识别、

油气层保护、储层改造等技术攻关，推动深层油气

勘探开发持续突破，夯实资源发展基础。海上面临

主权争议、开发技术不成熟等瓶颈问题，建议充分

利用我国外交和军事力量，启动海域油气实质性勘

探开发，加强海洋领域物探技术、海洋钻井工程技术

装备研发投入和团队建设，同时加强与国外海域勘探

开发技术实力雄厚的公司合作，借鉴其经验与技术，

促进海域油气储产量的快速增长。

页岩气、煤层气处于勘探开发早期，截至 2016
年底可采资源探明率分别为 0.6% 和 2.8%，但规模开

发面临工程技术、经济效益和安全环保等方面的挑战。

建议加强统筹规划和实施力度，深化资源规模和开发

条件（包括技术、经济、政策、环保等）论证，切实

做好转换生产经营模式、加强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

通过技术合作、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等手段，探索适

合中国地质特点的节约型、清洁型非常规天然气开发

配套技术，推动全国非常规天然气的规模效益开发。

通过加大国内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力度，提高自

我供给的能力，合理把控国产气与进口气的比重，建

议将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控制在 50% 以内，确保国内

天然气供给的主导地位，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3.2　高度重视海外天然气资源利用的战略布局，采

取多种方式保障国内天然气市场的供应安全

从全球范围看，天然气资源潜力巨大，这就为

我国充分利用国外天然气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

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低油价态势下，对

主要资源国和油气消费国的能源战略、对外合作政

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能源领域各利益相关方均进

入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油气政策调整期，俄罗斯、委

内瑞拉、厄瓜多尔、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等一

些国家或被迫采取措施，调整对外合作策略，降低

对外合作的门槛、开放更多的途径，以吸引国际资金。

在巩固和强化现有海外天然气资源的基础上，培育

新的境外气源，进一步加大对天然气资源国的政策、

能源生产消费等信息的收集和研究分析，采用合资合

作、相互持股、合资交叉经营以及购买储量、购买

气田等多种方式扩大对外合作，全方位推进海外天

然气自主开发与投资，提高海外天然气自主开发率，

建立健全海外天然气供应基地，确保国内天然气供

应稳定和经济平稳发展。特别是要抓住美国天然气由

进口转为出口、国际 LNG 供应量在 2020 年前甚至

之后一段时间内都是充足的良好契机，鼓励油公司、

地方企业、民营企业等多方参与联合进口，加强对

气价形势的研判和多气源对比优化，适时签订一些

长期、低价合同，增加多元化的天然气进口渠道。

3.3　加快对天然气水合物的开发评价，扩大并夯实

天然气产量峰值的资源基础

天然气水合物在自然界的储量十分可观，主要

分布在大陆永久冻土带和海洋底部的深水区，初步

勘探结果认为，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约为

80×1012 m3[22]。尽管 2017 年我国在天然气水合物开

发试采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其勘探开发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世界上尚无成熟的开采技术，

要实现商业化开发尚任重道远。建议国家设立天然

气水合物重大科技专项，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

系统开展天然气水合物开发评价，一旦开发技术获得

突破，我国的天然气产量峰值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因此我们要对中国的天然气产量峰值充满信心，坚定

不移地走扩大天然气利用、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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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强天然气峰值产量滚动研究，不断增强在国

际竞争中的软实力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资源、市场、

宏观经济、地缘政治等每一项因素的变化都会掀起能

源市场的巨大波动。因此需要持续滚动进行天然气峰

值研究，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不断变化着的全

球天然气市场。建议国家设立专门项目，依托国内

有关研究机构，持续对天然气宏观政策、供需规模

分析模型、关键指标取值、供需潜力等进行评价研究。

同时加强与 EIA 等著名研究机构互换访问学者共同

开展课题研究，学习对方先进的体制和方法，了解国

际最前沿的学术思想，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视野、

全球思维和长远目光的战略专家，紧密跟踪国内外

政治、经济、能源形势，滚动评价并权威发布全球

天然气行业发展报告，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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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中国石油行业十大新闻

2018 年 1 月 9 日，中国石油企业协会正式发布了“2017 年度中国石油行业 10 大新闻”，依次为：

1. 深化油气体制改革《意见》出台

2017 年 5 月 2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深化石油天然

气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

2. 中国南海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

2017 年 5 月 18 日，由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的中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以下简称水合物）试采取得圆满成功。此次

试采创造了产气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录 , 水合物由此成为中国第 173 个矿种。

3. 中国天然气消费增量超预期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的数据，2017 年 1—10 月，全国天然气绝对消费量为 1 842.9×108 m3，同比增加

275.7×108 m3，前 11 个月天然气消费增速达 18%，刷新了中国天然气消费增量的历史记录。

4. 新疆玛湖地区发现 10 亿吨级砾岩油田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宣布，经过 10 多年勘探攻关，准噶尔盆地玛湖地区发现 10×108 t 级砾岩油田。

5. 中俄亚马尔项目首条 LNG 生产线投产

2017 年 12 月 8 日，被誉为“北极圈上的能源明珠”的中俄能源合作重大项目——亚马尔首条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规

划包括 3 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年产 LNG 550×104 t。该项目的投产，不仅将持续优化中国能源供应结构，而且还将成为“冰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支点，开启北极航道，联通中国向北冰洋运输的航线。

6. 涪陵气田探明储量超 6 000 亿立方米

2017 年 7 月 1 日，国土资源部对中石化涪陵页岩气田新增探明储量评审认定，涪陵页岩气田新增含气面积 192.38 km2，新增页岩气

探明地质储量 2 202.16×108 m3。至此，目前中国最大页岩气田——涪陵气田累计探明含气面积 575.92 km2，累计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达

6 008.14×108 m3。

7. 渤海南部诞生亿立方米级大油田

2017 年 8 月 28 日，中海油渤海石油研究院宣布，渤中 34-1 油田储量超过 1×108 m3，成功由千万吨级油田迈入亿立方米级大油田行

列。至此，渤海形成了东、西、南、北、中都有亿立方米级大油田“压阵”的开发格局。

8. 十五部委联手力推乙醇汽油

2017 年 9 月 13 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财政部等十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基本实现全覆盖。

9. 民营炼化崛起重塑国内油气产业格局

2017 年 7 月 10 日，浙江石化 4 000×104 t/a 炼化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其规模超过国内最大的两家炼化企业——2 300×104 t/a 的中

国石化镇海炼化和 2 050×104 t/a 的中国石油大连石化。

10.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成品油现货交易开始试运行

2017 年 11 月 29 日，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成品油现货交易开始试运行，预示着中国油气产品定价机制市场化改革的序幕已经拉

开，随着油气产品交易品种和交易手段的不断丰富，将有效释放油气产业竞争性环节的市场活力，带动石油石化产业良性发展。

（天工　摘编自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