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PC Economics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CNPC Economics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第八届中日石油市场研究成果交流会CNPC Economics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CNPC Economics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中国石油

第八届中日石油市场研究成果交流会

中国天然气市场发展现状与展望中国天然气市场发展现状与展望中国天然气市场发展现状与展望中国天然气市场发展现状与展望

王海博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年 月 日2014年11月21日

IEEJ : December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汇报大纲

一、中国天然气市场现状

二、中国天然气供需展望

三、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强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2

IEEJ : December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一）天然气消费量快速增长

 中国天然气消费量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高速增长，从2000年的245亿立方

米增至2013年的1680亿立方米，年均增速高达16%，远超同期GDP和其他类型能源

的消费量增速，并正取代伊朗成为世界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

天然气市场核心驱动力 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供应能力持续提高 长期保持 天然气市场核心驱动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供应能力持续提高、长期保持

价格优势、储运网络跨越式发展、环保压力日益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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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增速创十年来新低

 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GDP累计增长7.4%，创近5年新低。四季度未见明显好

转，预计全年GDP增速不会超过这一水平。受此影响，1-9月中国石油累计表观消

费量同比增长2.8%，电力消费量同比增长3.9%。

年 月 中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若无极 2014年1-9月，中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133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9.3%；若无极

寒天气，全年天然气表观消费量将不会超过1840亿立方米，同比增速降至10%以

下 创下2002年以来的新低 但仍明显高于GDP和其他能源消费量增速下，创下2002年以来的新低，但仍明显高于GDP和其他能源消费量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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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经济进入下行换挡期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在外贸需求逐渐疲软、投资强度难以为继、劳动力

成本大幅上升、人口结构发生转变之际，中国经济正面临更多的挑战。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区间总体下移，6%-7%的GDP增速将成为常态。

增长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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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

 2000-2013年，中国天然气产量从272亿立方米增至1176亿立方米，年均增速高

达11.9%，但仍无法完全满足增长更快的国内需求。

 中国自2007年开始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2006年底首座LNG接收站投产），

年对外依存度突破 （ 年底中亚管道投产） 年进口 亿立方米2010年对外依存度突破10%（2009年底中亚管道投产），2013年进口529亿立方米

（包括279亿立方米管道气和250亿立方米LNG），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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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价格倒挂导致进口长期亏损

 除中海油早期与印尼和马来西亚签署的低价LNG合同外（主要在上海、福建和

广东销售），中国多数地区进口天然气价格明显超过当地存量气门站价。

 若2015年存量气与增量气价格并轨，增量气价格不下调，进口管道气成本仅能

与口岸门站价持平 进口 仍将大面积亏损与口岸门站价持平，进口LNG仍将大面积亏损。

2014年1-9月中国分地区天然气进口价格和当地门站价

进口地
累计进口量 累计进口金额 平均进口单价 口岸门站价（元/立方米）

百万吨 百万美元 元/立方米 存量气 增量气

辽宁 1.10 1032 4.11 2.64 3.12

上海 2.17 892 1.80 2.84 3.32

LNG

江苏 1.72 1558 3.96 2.82 3.30

浙江 1.14 1048 4.02 2.83 3.31

福建 2.56 1117 1.91 — —

广东 4.74 2203 2.03 2.86 3.32

河北 1.10 999 3.94 2.64 3.12

海南 0.09 1032 4.11 2.32 2.78

小计 14.70 9006 2.67 — —

管道气
新疆 15.67 7801 2.17 1.81 2.29

南
管道气

云南 1.12 675 2.62 2.37 2.85

合计 31.49 17482 2.42 — —

说明：存量气门站价为2014年8月最新调整，进口价格均为税前到岸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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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2013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了新一轮天然气价格机制改革，区分存量气

和增量气，将价格管理由出厂环节调整为门站环节。其中存量气一步调整到位，

增量气分步调整，力争“十二五”末调整 到位。

年 月 国家能源局印发《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试行）》 2014年2月，国家能源局印发《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试行）》，

旨在促进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中国天然气价格机制调整沿革

确定改革目标；简化价格分类；

确定浮动范围；与替代能源挂钩；

取消各油气田出厂价双轨制；

提高0.23元/方；

管理环节从出厂改为门站；存量气
提价不超过0.4元/方；增量气按照
替代能源（燃料油60%与LPG40%加 存量气与增量

小幅提高出厂价格…… 浮动上限10%，下浮不限……
替代能源（燃料油60%与LPG40%加
权）价格的85%，不分用途……

存量气与增量
气价格并轨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52014

工业用气提高0.4元/方；

放开LNG生产企业天然气
出厂价格……

广东、广西试点按“市场净回
值”方法定价；

按2010年燃料油和LPG进口加权
价格核定最高门站价……

非居民用存量天然气门站
价格每立方米提高0.4元。

其中，化肥用气调价措施
暂缓出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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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济性优势逐渐减弱

 2011年11月国家启动广东、广西天然气价格改革试点至今，环渤海动力煤均价

已经从808元/吨降至506元/吨，降幅超过30%；由于今年国际油价持续下跌，河北

省0#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也从8185元/吨降至7335元/吨。

相比之下 年河北省存量气门站价格为 元/立方米 年上调至 相比之下，2013年河北省存量气门站价格为2.24元/立方米，2014年上调至

2.64元/立方米，相当于等热值煤炭价格的3.3倍；增量气门站价格则高达3.12元/

立方米 相当于等热值煤炭价格的近4倍立方米，相当于等热值煤炭价格的近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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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气污染防治成为重要驱动因素

 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影响，提高天然气消费比例

成为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京津冀 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加快《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加快
现有工业企业燃煤设施天然气替代步伐；到2017年，基本完成燃煤
锅炉、工业窑炉、自备燃煤电站的天然气替代改造任务。

《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5年，天然气
消费比重达到7%以上；2017年天然气达到9%以上。

《关于建立保障天然气稳定供应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
2020年累计满足“煤改气”工程用气需求1120亿立方米。

《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 》： 2020年天然气消
费量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10%以上，利用量达到3600亿立
方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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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然气市场仍将持续增长

 作为世界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中国人均天然气消费量仅为123立方米/人，远

低于全球平均452立方米/人的水平，更不及OECD国家1265立方米/人。

 2000-2013年，天然气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2.2%升至5.8%，但仍低于

世界 和亚洲 的平均水平 未来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世界23.7%和亚洲11.2%的平均水平，未来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主要国家天然气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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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增速有所放缓

 基准情景下，预计2015年国内天然气需求2018亿立方米，2020年增至2985亿立

方米，2030年4544亿立方米；高情景和低情景下，2020年国内天然气需求分别为

3337亿立方米和2690亿立方米，2030年为5406亿立方米和3813亿立方米。

基准情景下 年天然气需求年均增长 仍高于同期 增速 基准情景下，2012-2030年天然气需求年均增长6.5%，仍高于同期GDP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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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仍将是天然气需求增长的主要部门

 基准情景下，未来中国工业用气仍将保持60%左右的比重。

 2012-2030年全国天然气需求增长3077亿立方米，增量的56%将来自工业，其中

除石化外的制造业和发电供热用气增量分别为905亿立方米和670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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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然气汽车发展条件较为完备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天然气汽车产业链，在经

济、环境、政策等方面都较燃油汽车具有较大的优势。

 2013年全国天然气汽车产量21.7万辆，同比增长37.1%；2014年1-9月累计产量

突破 万辆 同比增长 按照这 增量预测 年中国天然气汽车将接近突破20万辆，同比增长28.6%。按照这一增量预测，2020年中国天然气汽车将接近

300万辆，用气506亿立方米，2030年突破400万辆，用气752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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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居民生活用气刚性增长

 目前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天然气消费量约为135立方米/年，按北京市2.68

元/立方米的高价计算，年人均支出仅为362元，不到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9%，仅

为人均消费性支出的1.4%。

年中国居民生活用气量约为 亿立方米 按照现有的增长趋势计算 预计 2013年中国居民生活用气量约为318亿立方米，按照现有的增长趋势计算，预计

2020年将增至507亿立方米，2030年达到723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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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供应侧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根据政府相关规划，2015年我国天然气供应能力将达到2500亿立方米，2020年

达到4000亿立方米。

 即便页岩气、煤制气难以在短期内达到既定目标，但进口方面仍有较大的增长

空间 总体看供应能力仍将高于我们对需求的预测结果空间，总体看供应能力仍将高于我们对需求的预测结果。

划名称 发布时 标

中国关于天然气供应能力相关规划

规划名称 发布时间 主要目标

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
2015年）

2012年3月13日 2015年页岩气产量65亿立方米；
力争2020年产量达到600-1000亿立方米。

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
利用“十二五”规划

2011年12月 2015年，煤层气（煤矿瓦斯）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其
中地面开发160亿立方米，基本全部利用，煤矿瓦斯抽采
140亿立方米，利用率60%以上。

天然气发展“十二五”规 2012年10月22日 2015年国产天然气供应能力达到1760亿立方米左右。其天然气发展 十二五 规
划

2012年10月22日 2015年国产天然气供应能力达到1760亿立方米左右。其
中，常规天然气约1385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约150－
180亿立方米；煤层气地面开发生产约160亿立方米。

关于建立保障天然气稳定
供应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

2014年4月14日 到2020年天然气供应能力达到4000亿立方米，力争达到
4200亿立方米

17
供应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 4200亿立方米。

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

2014年5月16日 2015 年，全国天然气供应能力达到 2500 亿立方米。
2017 年，全国天然气供应能力达到 3300 亿立方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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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管道能力成倍增长

 2014年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投产，加上已投产的A/B线和中缅天然气管道，中

国天然气管道进口能力已经达到670亿立方米/年。

 预计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将于2016年投产，中俄天然气管道将于2018年投产，

届时中国天然气管道进口能力将达到1350亿立方米/年。

 除此之外，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项目也正在紧张有序的推进过程中。

开工时间 投产时间 长度（公里）
设计能力

（亿立方米/年）
路径

中国进口天然气管道

亿 方米/年

中亚管道A线 2007年8月 2009年12月 全长1833
乌兹别克斯坦529
哈萨克斯坦1300

中国4

300 格达伊姆-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霍尔果斯

中亚管道B线 2007年8月 2010年10月

中亚管道C线 2011年12月 2014年6月 250

中亚管道 线 年 年 中国4 霍尔果斯中亚管道D线 2014年 2016年 300

中缅管道 2010年6月 2013年10月
全长2520
缅甸793
中国1727

120
若开邦皎漂港-
云南瑞丽-

贵州/广西/重庆

18

中国1727 贵州/广西/重庆

中俄管道东线 2014年 2018年
俄罗斯2680
中国3060

380
Kovykta/Chaynd
a-黑河-上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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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G接收站能力仍有富余

 2013年中国LNG进口1800万吨（250亿立方米），考虑澳大利亚、俄罗斯和BP

等项目，国内企业落实的LNG长贸合同超过4000万吨/年（560亿立方米）。等项目，国内企业落实的LNG长贸合同超过4000万吨/年（560亿立方米）。

 截至2014年8月，中国已有10个LNG接收站共3780万吨/年能力在营；加上核准

在建项目 未来几年投运LNG接收站数量将增至15座 总能力5500万吨/年 此外

辽宁大连（2011年，300万吨/年）
大连二期（在建 300万吨/年）

在建项目，未来几年投运LNG接收站数量将增至15座，总能力5500万吨/年；此外

还有超过2000万吨/年的项目已经取得路条。

河北曹妃甸（2013年，350万吨/年） 大连二期（在建，300万吨/年）

天津南疆（2013年，220万吨/年）

天津南港（在建，220万吨/年）

江苏如东（2011年，350万吨/年）

上海洋山（2009年，300万吨/年）

山东青岛（在建，300万吨/年）

福建莆田（2008年，630万吨/年）

浙江宁波（2012年，300万吨/年）

说明：红色属于中石油，
蓝色属于中海油，黑色

19广东珠海（2013年，350万吨/年）

深圳大鹏（2006年，680万吨/年）；迭福（在建，400万吨/年）

广东揭阳（在建，200万吨/年）

海南杨浦（2014年，300万吨/年）

广西北海（在建，300万吨/年）

属于中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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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大纲

一、中国天然气市场现状

二、中国天然气供需展望

三、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强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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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的不确定性

 2014年3月发布的《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出2015年全国天

然气供应能力达到2500亿立方米，2017年达到3300亿立方米。

 2014年4月发布的《关于建立保障天然气稳定供应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提出

年国内天然气供应能力达到 亿立方米 力争实现 亿立方米2020年国内天然气供应能力达到4000亿立方米，力争实现4200亿立方米。

 在常规气生产保持平稳、难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要实现2020年国内天然气供

应能力超过4000亿立方米的目标 必须更多依靠非常规 煤制气和进口资源应能力超过4000亿立方米的目标，必须更多依靠非常规、煤制气和进口资源。

中国天然气产量规划目标（亿立方米）

1650 100 170 320 650 4762017年

1385 6510090 450 3502015年

0 1000 2000 3000

国产常规气 页岩气 煤层气 煤制气 进口管道气 长贸L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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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常规气增长将保持平稳

 《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出“2015年国内常规气（含致密

气）产量1385亿立方米，2017年1650亿立方米”，年均增量超过100亿立方米。

 2000-2013年，我国天然气产量从272亿立方米增长1176亿立方米，年均增量

约为70亿立方米，其中绝大多数为常规天然气。如果按照该年均增量计算，2015

年中国天然气常规天然气产量为1320亿立方米，2020年接近1700亿立方米。

中国天然气产量增长情况（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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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岩气发展回归理性

 北美页岩气革命曾掀起全球的热潮，2012年发布的《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

2015）》提出2015年页岩气产量65亿立方米，2020年产量600-1000亿立方米。

 由于投资高、回收周期长、技术不成熟、基础设施缺乏等问题，中国页岩气发

展热潮正逐渐退烧，2014年1月国家能源局曾表示“到2020年，页岩气和煤层气

产量均达到300亿立方米”。

 2013年中国页岩气产量接近2亿立方米，预计2014年在10-15亿立方米。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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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层气难以实现规划目标

 《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2015年，煤层

气（煤矿瓦斯）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其中地面开发160亿立方米，基本全部利

用；煤矿瓦斯抽采140亿立方米，利用率达到60%以上。

 2013年煤层气产量156亿立方米，利用量66亿立方米；预计2014年产量170亿

立方米，利用量75亿立方米。

141

156地面抽采
井下抽采

中国煤层气抽采量（亿立方米） 中国煤层气利用量（亿立方米）

地面利用
井下利用

126
90

115

141

126
井下抽采 井下利用

75

92

114
126

99

35 38
43

33
35

53 58
66

55

15 23 27 30 27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1-3季度

12 18 20 23 22
23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1-3季度

24

IEEJ : December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煤制气政策趋于收紧

 2009年和2010年中国政府先后核准4个煤制气项目，总能力151亿立方米/年。

国家能源局曾在2014年1月提出2020年煤制气能力500亿立方米的目标（路条）。

 煤制气的巨额投资本身就充满较大不确定性，技术上也未完全成熟，加上水资

源和环境等因素，未来发展还存在很大变数。目前仅有大唐克旗和新疆庆华2个项

目的1期投产，总能力27亿立方米/年，且大唐项目陷入严重亏损。

 2014年7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规范煤制油、煤制天然气产业科学有序发展

的通知》。8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煤气化鼓励

项目仅有宁夏地区。

企业 设计能力 地点 核准时间 状态

中国已核准的煤制气项目

企业 设计能力 地点 核准时间 状态

大唐集团 40 内蒙古赤峰克旗 2009年8月 1期投产（13.3）
大唐集团 40 辽宁阜新 2010年3月 在建

25
内蒙古汇能 16 内蒙古鄂尔多斯 2009年12月 在建

新疆庆华 55 新疆伊犁 2010年6月 1期投产（13.75）
25

IEEJ : December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进口资源有较大伸缩空间

 进口LNG方面，已签署的LNG项目存在延期投产的可能性，中海油参与的莫桑

比克项目（200万吨/年）已经将FID时间延迟至2017年，中石化/华电参与的马来西

亚石油在加拿大西北太平洋LNG项目（420+60万吨/年）甚至威胁取消。

 进口管道方面，中俄东线刚刚落地，中俄西线项目（300亿立方米/年）又即将

启动，但上游资源的落实情况将对管道的实际输量产生决定影响。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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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的不确定性

 2012年发布的《天然气发展“十二五”规划》预计2015年国内天然气需求将达

到2300亿立方米，最近发布的 《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 》提

出2020年国内天然气利用量达到3600亿立方米。

要实现规划目标 中国年均天然气需求增量应该在 亿立方米左右 而历史 要实现规划目标，中国年均天然气需求增量应该在300亿立方米左右，而历史

上还从未达到这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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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格的不确定性——国际

 未来3-5年全球天然气市场供需形势可能发生逆转，天然气价格与油价联动减

弱、与气价联动增强欧亚管道和北美LNG出口将增强，不同地区市场价格的相关性

并缩小价差，亚洲天然气价格呈下行趋势，HH、NBP有望成为LNG长贸气价格的重

要参考因素要参考因素。

利空因素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利多因素

• 美国页岩气革命、北美LNG出
口；
欧洲天然气需求下降

• 新兴国家天然气需求继
续快速增长；
资源国出口转向进口 • 欧洲天然气需求下降；

• 日本核电重启，
• 韩国核电扩能；
• 进口国价格承受力有限；

• 资源国出口转向进口
（印尼、马来西亚）；
• LNG项目投资成本上
升； 价格承 力有限

• 澳大利亚、东非、巴布亚新几内
亚等新项目投产；
• 俄罗斯远东管道项目；
国际油价下跌

• ……

• 国际油价下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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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格的不确定性——国内

 2013年7月增量气门站价格按照2012年下半年以来可替代能源价格（燃料油和

LPG）制定，期间Brent现货均价约为109美元/桶，目前已跌至85美元/桶上下。

 2015年，在存量气与增量气门站价格并轨的同时，新的天然气定价机制面临如

下主要问题需要解决下主要问题需要解决：

增量气门站价格是否下调

居民和化肥气价是否到位

可替代能源是否考虑煤炭

天然气天然气天然气天然气
可替代能源是否考虑煤炭

天然气调价周期和依据

定价机制定价机制定价机制定价机制

是否制定阶梯和峰谷气价

 除此之外，中国税制改革（特别是资源税、环境税和消费税）也将对天然气

价格产生十分重要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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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和商业模式的不确定性

 政府定价固然重要，但最有效的手段还是用市场去发现价格，而中国目前也正

在迎来深化天然气市场改革和建立区域天然气交易中心（东部以上海为中心、西

部以新疆为中心）的难得机遇。

新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将经历曲折反复的过程 无论对政府 企业还是消费者而 新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将经历曲折反复的过程，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消费者而

言都将是巨大的挑战。

政府主导 企业积极 条件成熟

•《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油气管网

•市场宽松：避免了
改革导致资源紧张

政府主导 企业积极 条件成熟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2013年11月12日
党的十八大）

《油气管网设施公

集团公司油气管网
设施公平开放实施
办法（试行）》
（2014年6月25日
中国石油第二次常

改革导致资源紧张
的后顾之忧。

•供应多元：国产常
规气、煤层气、页
岩气 煤制气 进•《油气管网设施公

平开放监管办法
(试行)》（2014年
2月24日国家能源
局）

中国石油第 次常
务会议）

岩气、煤制气，进
口LNG、进口管道
气（中俄、中亚）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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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大纲

一、中国天然气市场现状

二、中国天然气市场展望

三、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强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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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结论

11 尽管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中国天然气市场仍将快速发展

22 资源供应能够得到有效保障，政府规划能力严重过剩

资 需求 价格 政策等方面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33 资源、需求、价格、政策等方面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4 中国天然气市场正迎来深化改革和建立区域交易中心的有利机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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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

 中日双方曾共同参与“东北亚天然气与管道论坛”、“亚洲LNG市场论坛”等组

织的多项联合研究项目，形成了良好的默契，通过有效沟通达成了多项共识。

 未来几年是中国天然气市场的机遇，更是亚洲天然气市场的机遇，需要包括中

日政府和企业在内的亚洲各方携手努力 共同推动区域天然气市场的成熟和发展日政府和企业在内的亚洲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区域天然气市场的成熟和发展。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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