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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天然气利用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

徐新敏

陕西宇阳石油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天然气是高质量，高效率，高质量的清洁能源。具有绿色环保，安全可靠，卡路里含量高等特点。它被广泛应用

于人类生活和生产的各个领域。当前，天然气消费的结构，基础设施正在不断改善，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诸如消费停滞

之类的挑战。未来，节能环保的要求将对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提出新的挑战，天然气将继续作为我国能源生产的一种选择，

并不断取得进步。此外，天然气价格改革的逐步发展也应为行业的发展带来长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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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到 2020年，中国天然气的表观消费量将达到 32.37

亿美元。计每年增长 5.5％。国内和生产天然气储量良好，

产量为 146亿米，每年增长 8.4％。天然气进口增速处

于历史低位，进口液化天然气管道进口量为 1363亿米，

年均增长 3.1％，对外依存度在降低。到 2021年，根据

通过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接种来恢复社会秩序，生活水

平将完全恢复，较 2020年天然气需求的增长率将显着上

升，预计市场需求将达到增加达到 8.6％。

1我国天然气利用现状
1.1天然气消费结构更加均衡，仍与发达国家有较

大差距

天然气使用的总体价值可分为四类：城市天然气，

工业的燃料，化学工业，发电。天然气主要用于民生，

福利，商业，集中供热，CNG车辆等。在工业燃料天然气，

最常用于冶金，特钢，建筑材料，陶瓷等。在化学工业中，

天然气主要用于生产甲醇，化肥，氢气等。在电力工业

中，天然气主要用于大型发电厂和电加热器。总体而言，

我国天然气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为城市天然气管理创造

了有益的结构。由于天然气清洁，高效且实用，因此其

他工业燃料（例如城市燃气或燃料和煤炭）也已开始使

用天然气。目前，我国城市燃气和工业燃料的总份额约

为 70％。与美国 66%的水平基本相当。在化工用气方面，

美国用气比约为 2.5%，全球平均水平为 4%，我国的化学

气体消耗量达到 15％，另外，我国天然气的能源消费量

为 15％，具有明显的优势。

1.2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天然气工业的快速发展需要与相关设施的改进。管

道网络的建设不仅必须涵盖广泛的范围，而且还必须改

善存储设备在峰值负荷期间的作用。作为线性项目，大

型管道项目通常需要 3到 5年才能完成第一个任务，取

得规划、国土、环保等核准要件。这些手续是非常困难

的，在设计天然气存储设施时，必须同时考虑许多因素，

例如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在管道建设方面，我国目前

尚处于起步阶段，管道长度与天然气工业发展成熟的国

家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全国各地的天然气分布和使用

开始出现，冬季天然气短缺的问题开始出现，我国的天

然气储存设施的建设和发展无法迅速应对天然气市场的

增长。尽管近年来我国的储气设施生产有所增长，但与

全球平均水平仍存在明显差异。目前，我国地下储气库

利用率仅占天然气消费量的 7.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的 11.6％。由于我国天然气储藏设施的数量有限，目前

的消费量逐年增加，对国外进口的依赖也逐年增加，因

此确保供应稳定和明确关注政府为增加天然气存储容量

所做的努力变得越来越重要 [1]。

1.3天然气市场监管不到位，竞争混乱

当前对天然气市场的管理提出了许多挑战。许多类

型的企业会发布适当的政策来主导市场。该部门尚未建

立类似的协调机制来破坏市场体系，目前尚未实施有效

的市场治理，也未建立相关完善的措施。在实际上并没

有发挥领导作用和监管作用。由于在市场交易的各个层

面上对天然气的进行垄断，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交易平

台，使我国的天然气市场增长放缓 [2]。

2我国天然气的发展趋势
2.1“十四五”期间天然气行业仍将处于发展期

第一，市场供求环境相对较好。在“十四五”中，

全球液化天然气产量过高，世界范围内的天然气量已经

减少。而国内天然气勘探开采力度加大、多元化进口体

系逐步建立，应急储备制度不断完善。天然气短缺将减少。

市场供应量可以充分满足国内需求。通常，供求和需要

的紧张关系可能会相对较低。

第二，我国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的不断发

展导致对包括天然气在内的清洁和低碳能源的需求急剧

增加，天然气内生潜力依然巨大。

第三，我国“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

的提出和具体实施路径的确定，天然气在能源转型中的

桥梁作用和在电源中的支撑作用将进一步得到体现。

第四，在实施石油和天然气改革的主要政策中，与

先前的“以资源为王”和“供给资源为王”阶段相比，

天然气工业代表着“多样化竞争”和“市场主导”发展

的新阶段。改革所带来的红利将逐步得到释放。

第五，天然气的生产，供应，储存和销售的发展正

在加快，工业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在不断改善，为开发高

质量的天然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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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基础设施建设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2021年 3月 11日通过，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决议中提到增强能源持

续稳定供应和风险管控能力，夯实国内产量基础，保持

原油和天然气稳产增产。加快建设天然气主干管道，完

善油气互联互通网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最近宣布的

该计划也明确旨在促进天然气和天然气管道行业公司的

发展。当前缺乏天然气基础设施必将加速我国天然气站

点和地下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建设 [4]。

2.3天然气需求增长呈现较强刚性

为了研究天然气需求与天然气价格之间的关系，我

们选择传统的消费部门作为代表。天然气需求增长率 = 

1.4％ + 0.79 * GDP增长率 -0.3％ *天然气价格的宏观

经济弹性：天然气需求增长率在 GDP中呈正相关，但每

当 GDP弹性增加时减少 1％。提供天然气需求增长速度

为 0.84％。价格弹性更小：天然气需求价格上涨，价格

上涨 10％（相当于英国 500,000美元 /年的增长），而

需求增长下降 0.15％。换句话说，天然气长期需求增长

的刚性较强（截距项比较大），而对宏观经济波动、价

格涨跌的敏感性不高。由于我国的天然气处于快速增长

阶段，其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GDP的增长率和政

治动态。此外，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和价格仍具有强烈

的政治动机，需求与经济增长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不明

显。在一次能源结构中，中国天然气市场份额增长的两

个因素：1）工业和人口的“煤改气”，特别是从煤炭到

天然气的转变遵循了城市化的长期趋势。将工业煤转化

为天然气取决于当前替代能源的定价，当前低气价环境

有望加速主动替代。 2）增加天然气在电力行业中的份额。

这主要是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大量节省以及安装燃气轮机

的需要 [5]。

图 1 中国天然气增速与 lNG价格

2.4 进口 LNG：放开民营推动快速增长

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量逐年增加，产能利用率接近

极限。自 2015年以来，我国的 LNG进口增长迅速，由

2015年的 1966.92万吨快速增长至 2020年的 10166.1

万吨。随着液化天然气进口的增加，最终液化天然气的

消费也将增加。 70％至 80％可以视为最大使用限制。

如果冬季燃料供应有限，则燃料消耗可能很高。预测上

限为 100％。

接收站集中在“三桶油”手中，逐步对外开放。目

前，除新奥，光辉，神燃等一些国内企业外，大多数接

收设备是“三桶油”，就产能而言，中海油的最大规模

接近其总产能的一半。将来，随着接收站总产能的增加，

更多的接收设备将向外界开放，进口贸易的主要方向将

多样化。

图 2我国接收站产能结构

进口以长协为主，现货贸易量快速增长。在资源方面，

我国液化天然气的进口主要使用“三桶石油”进行，因

此长期合作是最重要的进口形式。卡塔尔和澳大利亚是

长期合作 54％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近年来国际 LNG市

场价格的急剧下跌，长期来看，低成本模式仍然存在。

2019年，全球 LNG出口终端数量超过 1600亿英镑，

是上一个周期的最高水平。其中，美国 Driftwood、莫

桑比克的 Rovuma、卡塔尔的 5-8期都是大型项目。美国

的卖家想要更多出口到亚洲和欧洲市场。

价格定位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个。 1）长期投标份

额较低，使合同更加灵活。在 2018年和 2019年，最近

签署的 LNG出口合同达到了没有出口的固定灵活合同的

份额 69%、89%; 2）新签长期的价格下降，长期协议和

石油债券价格的斜率从 13-14％降至 2016年的 11-12％
[6]。 

图 3LNG进口商结构

3结语
我国的天然气消费量正在迅速增长，市场覆盖范围

不断扩大，消费量正从集中于制造业的消费转移到经济

发达的东部地区。不同类型的天然气供应共存。天然气

资源不仅足够，而且也得到了成功利用，并且天然气的

产量每年都在增长。对我国的天然气需求量巨大，其中

绝大部分必须从国外进口。因此，必须不断改进策略和

相关设施以确保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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