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大因素推动中国 LNG 市场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污染变的更加严重，雾霾正覆盖着全球。因此各国纷

纷将减少碳排放量作为首要任务，制定出全球碳排放量在 2020年达到峰值 320

亿吨的目标。但是在 13年已经超过这个目标，有数据指出未来新增碳排放量将

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的 75%。这使得排碳大国迫切需要用绿色清洁能源

来代替传统能源，特别是中国作为碳排第一的国家更是将减少碳排放量作为首要

任务。 
天然气发展影响碳排放量峰值 

  在世界各国趋向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全球天然气资源储量丰富，技术

相对成熟，这为绿色能源天然气的应用提供了基础。绿色能源中可再生能源将占

到第一位，约有 40%的份额，第二位就是天然气。因为可再生能源尚完全不能替

代化石能源作为燃料，所以天然气在中国低碳发展过程中，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

用。 

  根据近几年的统计数据预测，全球碳排放量将在 2030年达到最高峰值，随

着大量替代能源的广泛应用，直到 2035年化石能源增长才会得到遏制，出现转

折。 

  1971年-2012年，全球天然气能源结构发生了巨变，全球已探明的天然气资

源储量非常丰富，加之北美页岩气革命的成功，可以乐观地说，今后天然气的供

应量将比以前大为增加，这从资源上保障了天然气替代化石能源。如果大规模使

用天然气替代化石能源，必然会降低碳排放量，所以碳排放量峰值的高低在一定

程度上也取决于天然气产业的发展。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发展天然气产业比发达国家整整晚了 30年。与其他国

家相比，我国天然气的用量还非常少，这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符。 

  目前，我国对天然气主要有三大刚性需求。 

  第一是提高能效，保证供应。 

  我国过去每年有 2亿多吨的煤炭增加用量，现在受控制碳排放量制约，有封

顶煤炭用量的趋势。今后，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将替代这部分煤炭能源。在可再生

能源中主要还是靠天然气，但天然气的替代不是简单的等热替代，而是提高一倍

的功效替代，也就是天然气的高效利用。 

  第二是天然气用于电力调峰和负荷中心供电保障。 

  随着核电和风电的发展，供电方式呈现多元化。虽然最近几十年我国也许还

做不到天然气集合发电，但天然气非常适合电力调峰，今后天然气调峰所占的比

例还将不断增加。 

  第三是天然气替代汽柴油用作交通运输燃料，减少雾霾和进口石油量，天然

气替代汽柴油蕴藏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按照上述需求估算，2020年中国天然气需求量将达到 4000亿立方米~4500

亿立方米，2030年则将增加到 7000亿立方米~8000亿立方米。 

  交通运输能源转型的主力 

  我国已经进行第二次能源革命，但能源结构还停留在以煤炭、汽油为主，天

然气的用量还很少，必然要加快发展天然气产业。液化天然气由于不受管网的限

制，操作起来更为灵活，且我国的能源用户分布广，又有很多零星用户，所以非

常适合作为国内天然气需求的重要补充。 

  现阶段液化天然气是我国交通运输能源低碳转型的主力。世界能源组织预

测，今后三五年，甚至 20年，世界对石油产品的需求主要是柴油，主要是来自

物流业—货运重卡的柴油需求。由于储存动力、燃料电池发展迅猛，它们作为汽

油的替代能源应用于家用小型汽车，所以今后家用汽车的汽油需求将会减少。 

  但储存动力、燃料电池都还没有成熟的技术可以应用在重型卡车，重型卡车

减少碳排放量最现实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液化天然气替代柴油。而且，液化天

然气卡车在过去 10年发展得很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已经有了

示范性项目，并形成了一定规模。 

  在我国的能源消耗结构中，柴油的消耗量是汽油的两倍。有机构预测，到

2025年，我国重型卡车的数量将是世界第一，完全可以利用液化天然气卡车，

而不是一味提高汽油进口量或是柴油的使用量。实际上，我国液化天然气产业的

发展已经瞄准了车用燃料市场，特别是最近两年液化天然气作为交通运输燃料的

发展速度惊人，增长率达到了 200%。液化天然气替代柴油不但价格便宜，经济

性高，而且环保。 

  在我国液化天然气重型卡车应用的产业链上，从燃料箱到发动机，以及整车，

相应技术已经很成熟，完全能够实现国产化。目前，我国第一艘大型液化天然气

船舶已经下水，长江第一座 LNG加注站已经投产，都表现出很好的经济性。同时，

液化天然气替代汽柴油的效率也非常高，这成为推进液化天然气发展的巨大动

力。以安徽这样的中等发达省份为例，用液化天然气替代汽柴油，一年的市场需

求是 37.87亿立方米，由此可见我国液化天然气市场需求非常大。 

  从严峻的低碳形势，以及现有的绿色能源技术角度来看，重型卡车应用液化

天然气是最好的选择。液化天然气将是我国，乃至世界未来最大的交通燃料市场，

与之配套的液化天然气设备也将随之发展，很可能我国将成为最大的液化天然气

设备制造和出口基地。 

  罐运液化天然气成为移动的气源 

  小型液化天然气和集装箱的车船运输是产业链中游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美

国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储量差不多，甚至比美国还多，但两国情况有着很大的不

同。据华贲介绍，美国天然气管网总长已达 200万千米，而中国天然气管网总长

目前仅有 6万千米，有人据此认为中国发展不起来天然气产业。 



  其实不然，我国的液化天然气产业已经得到了快速发展，其成功之处主要是

我国天然气中游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管网，一条腿是“可移动的”液化

天然气(通过灌装运输)。我国的液化天然气产业从上游的液化到中游的运输，再

到下游的应用，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据了解，中国集装箱总公司已经开始开展

液化天然气集装箱铁路运输，不久的将来，整列车的液化天然气将从新疆很快运

送到广东，初步定为每天发一个列车，而且此次液化天然气的运费和管线的运费

差不多。 

  我国国内液化天然气主要是通过汽车集装箱、火车集装箱和内河集装箱联合

运输，公路、铁路、水运的运输成本比例是 5∶3∶2，公路运输成本最高，水运

成本最低。现在液化天然气运输主要是依靠公路，甚至还不是集装箱运输，等到

大部分实现了集装箱运输，运输成本还会大大降低。在管网规划不到位的情况下，

液化天然气的运输成本尚且远低于管网的运输成本，未来我国的天然气产业将有

两条腿走路，更不会阻碍天然气的发展。 

  随着城市燃气供应量的逐渐增加，供气模式将以“小型液化天然气罐装运输

+局域网供气”为主，这将是未来城市供气模式的发展方向。这部分液化天然气

的供应也将是天然气产业发展的先锋队—以较少的投资，较低的成本实现供气，

当局部区域的天然气市场成熟后再修建干线管网。 

  液化天然气罐箱运输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能很快地适应变换的气源和用气量

的变化，避免新开辟市场用量少，管道一次性投资大，投资回收期长，折旧成本

过高等风险。 

液化天然气罐箱运输能在局部区域有效地降低成本。同时，液化天然气罐箱

运输能更好地开拓和培育天然气下游新市场，与管道输送协调配合，逐步延伸管

网及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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