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天然气未来发展有空间 

天然气是全球能源从高碳到低碳转型的必经之路。美国和西欧通过半个世纪

的努力，大力发展天然气，已成功摆脱了对煤炭的依赖。今天，美欧各国再以天

然气作为基础资源保障，通过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来实现能源的低碳转型。天然

气替代煤炭，虽然增加了用能成本，但也获得了环境外部性收益。随着巴黎气候

协议的落实，能源从高碳到低碳的发展路径也被贴上了“道德”标识，能源转型

已是大势所趋。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结构意味着能源转型难度会

非常大。这给我国政府和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转变观念、坚持改革创

新，而且要非常智慧地将把能源转型落实到城镇化、新型工业化、节能减排、一

带一路等战略中来实施。 

    天然气是中国能源转型的短板。要优化中国的能源结构，必须把天然气落实

好。而大力发展天然气又遇到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粗犷式产业发展所设定的

参照体系的诸多限制：气比煤贵，而煤炭的环境成本又没能得到有效体现。现阶

段天然气市场增速的下降导致有人认为，中国在 2020年甚至是 2030 年都不需要

更多的天然气。这一预期将影响对未来天然气供应来源保障的努力。如果中国不

抓住目前国际市场天然气充足的机会，在 2030年前快速发展天然气，那么将有

可能坐失能源转型的大好机会。  

中国城市天然气发展还有巨大空间。 



 

 

天然气在北京市能源供应结构中占比为 22%，略低于天然气在全球能源结构

中占比的 25%，但高于新加坡（15%），略低于纽约（26%）和东京（24），在全

国城市中已经属于最高水平。从总量来看，北京的用气量仅次于俄罗斯，与纽约 

相差不多。但是，从人均消费水平角度看，北京的天然气发展还有较大的发展空

间。  

中国其他城市的天然气发展空间更加巨大。  

城市天然气发展需要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更需要市场化背景下的燃气企业

作为。专家指出，一个城市的天然气发展主要依靠三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首先，是政策支持。从北京的情况来看，政府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如在市

区限制煤炭燃烧，给燃气取暖用户提供补贴等，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天然气价格实现市场化是天然气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如期推进 2017年非居民

用气价格的市场化，并尽快进行居民用气价格的改革。同时，政策制定、出台要

稳定。  

第二，是资源保障。北京作为首都，几大国有公司在资源保障上非常配合；

另一方面，北京燃气也在多方面开拓资源，与国企、民企进行合作，拓展资源供

应渠道。  

第三，企业作为。市场化背景下，城市燃气企业的作为非常重要。以北京燃

气为例自 1997年陕气进京以来，北京燃气在市场开拓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在上

游领域，投资陕京线、LNG、煤制气，建设储气库等等。在下游领域，发展三联

供、车用气、用户服务。同时紧跟北京市城市发展，稳步推进管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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