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天然气市场影响因素分析及“十三五”展望 

       “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将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能源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天然气

在我国能源革命中占据重要地位。 

  前瞻产业研究院报告预测，2012-2035 年全球能源消费年均增速为 1.5%，天

然气年均需求量增长速度约为 1.9%。至 2035 年，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天然气

将与煤炭、石油趋同，均为 26%～27%。从气源供应种类来看，页岩气所占比重

将持续增加，2035 年页岩气的供应量将满足天然气需求增长量的 46%，占世界天

然气产量的 21%，其中北美有望占到全球页岩气产量的 71%。 

  不过，今年国内天然气市场相较于去年，只能说更加不景气，需求不振导致

产量和进口量也随之下滑。前瞻产业研究院分析认为，当前国内天然气市场整体

不景气，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价格因素。当前，天然气价格与成品油、煤炭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

天然气价格改革相对于成品油来说比较滞后，下降幅度并不大，调价频率相对较

慢。同时，天然气终端消费价格没有天然气门站价格下降得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原因就在于天然气上游、管道中游和下游的城市燃气改革力度都不大。这两个因

素使得天然气与成品油和煤炭相比没有大的价格竞争优势。 

  第二，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于下行，抑制了对天然气的需求。首先，天然气重

卡发展的势头并不是很好，其经济性并没有柴油机经济性好。其次，煤改气的推

进工作当前进展得也不是很好。 

 



                          

 

 

     国家发改委《关于建立保障天然气稳定供应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

到 2020 年我国天然气供应能力达到 4000 亿立方米，力争达到 4200 亿立方米。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进一步提出，到 2020 年国产常规气

达到 1850 亿立方米，页岩气产量力争超过 300亿立方米，煤层气产量力争达到

300亿立方米，并积极稳妥地实施煤制气示范工程。 

  整体来说，“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形成国产常规气、非常规气、煤制气、进

口 LNG、进口管道气等多元化的供气来源和“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

就近供应”的供气格局，预计实现总规模在 3750亿～4300亿立方米。其中常规

天然气供应将保持平稳增长，按照“十三五”期间常规天然气产量年均增加 60

亿～80 亿立方米计算，2020年全国常规天然气产量为 1650亿～1750亿立方米。 

  “十三五”期间，天然气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将继续推进，市场在天然气价格

形成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按照国家“监管中间，放开两头”的价格管理思路，

包括各省门站价在内的各种气源价格的管制将逐步取消，产业链两端的价格将完

全由市场供需决定。在此背景下，政府在天然气价格中的干预力度将越来越弱，

供求关系将成为影响天然气价格的决定性因素。 

  未来天然气产业市场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只有顺应时代趋势方能在市场中站

稳脚步，实现企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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