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天然氣消費爆發式增長 煤改氣效果漸顯現 

從過去兩年年均 6%左右的增速，到今年上半年超過 15%的高速增長，我國天

然氣消費實現華麗轉身。專家認為，隨著環保意識提升，煤改氣、天然氣分散式

利用等應用不斷深入，我國天然氣消費正加速步入廣闊藍海。 

天然氣消費呈現爆發式增長 

中國城市人口的增長勢必導致能源需求的繼續擴大。在此背景下，天然氣作

為一種高效、低碳的能源，將是解決中國能源問題最合適的選擇。 

作為低碳能源，與煤、油等化石能源相比，天然氣更加清潔高效；與可再生

能源相比，天然氣作為能源供應更加穩定，模式更加成熟。“十二五”期間，我

國天然氣消費年均增速為 12.4%。天然氣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年產量躍居世界

第六位，在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占比由 3%提升至 6%。預計到“十三五”末，天

然氣在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占比提升至 8.3%到 10%。 

可是在過去兩年間，我國天然氣消費市場發展遭遇波折。受到低油價、低煤

價等替代效應衝擊，2015年，我國天然氣消費增速一度跌至十年低點，同比增

長 5.7%，2016年同比增長 6.6%。 

今年以來，我國天然氣消費呈現爆發式增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最新發

佈資料顯示，2017年上半年，我國天然氣消費量 1146億立方米，同比增長 15.2%。 

政策的發佈也對未來天然氣的使用創造了條件。國家發展改革委網站日前對

外公佈《關於推進天然氣利用的意見》，提出加快推進天然氣在城鎮燃氣、工業

燃料、燃氣發電、交通運輸等領域的大規模高效科學利用。 



 

意見明確，逐步將天然氣培育成為我國現代清潔能源體系的主體能源之一，

到 2020年，天然氣在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的占比力爭達到 10%左右，地下儲氣

庫形成有效工作氣量 148億立方米。 

同時將深入推進天然氣體制改革，著力破解影響天然氣產業健康發展的體制

機制障礙，發揮市場在天然氣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有序放開競爭性環節，

鼓勵各類資本進入天然氣基礎設施建設和利用領域，加快推進天然氣價格市場

化。 

將北方地區冬季清潔取暖、工業和民用“煤改氣”、天然氣調峰發電、天然

氣分散式、天然氣車船作為重點。重視天然氣產業鏈上中下游協調，構建從氣田

開發、國際貿易、接收站接轉、管道輸配、儲氣調峰、現期貨交易到終端利用各

環節協調發展產業鏈，以市場化手段為主，做好供需平衡和調峰應急。各環節均

要努力降低成本，確保終端使用者獲得實惠，增強天然氣競爭力。 

“煤改氣”效果逐漸顯現 

專家認為，今年我國天然氣消費高速增長，一方面得益於經濟形勢穩中向

好，另一方面說明各地“煤改氣”效果逐漸顯現。 

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副總經理付少華說，經濟增長對整體天然氣供需形

勢的影響是首位的。今年以來，經濟平穩回升帶動用氣需求整體回升。同時，國

家調控煤電政策落地，部分地區發電用氣需求加快增長。另外，社會環保意識不

斷提升使得低碳清潔的天然氣應用更加廣泛。 

為加快大氣污染治理，近年來我國多地大力推進煤改氣項目。“氣代煤的專

案正在全國大面積鋪開，已經落實的專案正在發揮作用。”中國石油大學教授劉

毅軍說，煤改氣項目從啟動實施到落地需要一段時間週期，如今效果已初步顯

現。受煤改氣需求推動，今年以來，河北天然氣需求同比增長超過 20%。 

天然氣需求大幅升溫，銷售企業感受貼切。我國東部地區一直是天然氣需求



 

高地。中石油天然氣銷售東部公司市場區域覆蓋山東、河南、江蘇、安徽、上海、

浙江等地五省一市，市場佔有率約 65.4%，天然氣年銷量在中石油占比超過 1/4。

今年上半年，中石油天然氣銷售東部公司累計銷售天然氣 198.65億立方米，同

比增加 20.4%，完成了全年銷售目標的 56.3%。 

中石油天然氣銷售東部公司副總經理王多宏說，今年以來，公司積極配合地

方推進煤改氣專案，並積極推動大用戶直供氣專案。上半年江蘇地區直供電廠天

然氣用氣量同比增加 5.35億立方米，增幅達 62.6%；熱電廠天然氣用量同比增

加 6.06億立方米，增幅達 39.3%。 

目前，我國天然氣在一次能源結構中占比大約 7%，遠低於國際平均水準。

按照發展目標，到 2020年，天然氣在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占比力爭達到 10%左

右，到 2030年，力爭提高到 15%左右。 

近年來，我國節能和能效技術不斷進步，天然氣利用效率大幅提升。依靠傳

統方式，天然氣綜合利用率僅有 35%，上海迪士尼樂園和上海國家會展中心使用

的天然氣分散式冷熱電聯供系統，可將天然氣綜合利用效率分別提高至 85.9%和

88.42%。 

“隨著各種創新型應用模式湧現，天然氣消費的春天已經到來。”王多宏

說，煤改氣、天然氣發電和天然氣分散式冷熱電聯供等應用模式不斷深入，將推

動我國天然氣消費市場進一步升級。公司市場覆蓋範圍內的“五省一市”提出天

然氣發展規劃，2020年天然氣消費總量將達到 1110億立方米，比 2016年增長

114%，可見未來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確立天然氣價格改革方向 

國際能源署最新發佈的報告預測，未來五年，全球天然氣需求增長 90%來自

發展中國家，其中中國占到 40%。“目前天然氣在我國一次能源消費中占比僅為

7%左右，有的地方甚至不足 2%至 3%。資料顯示，中國天然氣市場空間還很大。”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表示。 

從經濟性角度考慮，我國天然氣價格依然偏高。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

經濟系主任尹海濤說，天然氣消費長期穩定的增長仍需要價格信號來引導。隨著

未來我國碳排放交易平臺正式上線運行，燃煤、燃油的環保成本將大幅提升，清

潔的天然氣將更有市場。 

在專家看來，推動市場化改革，激發市場活力是實現中國天然氣行業健康發

展的助推器。 

自 2016年 8月以來，一系列涉及天然氣市場化改革的政策先後出臺，主要

圍繞著價格改革和機制改革兩大核心。《關於推進天然氣利用的意見》提出，通

過推進試點、示範先行，有序支持重慶、江蘇、上海、河北等省市開展天然氣機

制改革試點。 

相比機制改革，價格改革利益鏈條更簡單，緊迫性也更突出。從近年的情況

看，市場需要靈活的定價機制，且部分企業已開始根據供需關係實施差別化定

價。《關於推進化肥用氣價格市場化改革的通知》給予了市場在天然氣價格機制

中的決策地位。該檔要求，化肥用氣價格自 2016年 11月 10日起全面放開，由

供需雙方協商確定。同時鼓勵化肥用氣進入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等交易平臺，通

過市場交易形成價格，實現價格公開透明。對此，行業專家稱，全面放開化肥用

氣價格是天然氣價格改革的重要舉措，意味著向市場化目標再邁進了一步。 

中石油天然氣銷售東部公司目前正積極介入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貿

易，培育使用者線上交易習慣，增強公司在交易市場內的影響力，助推天然氣價

格市場化趨勢。公司計畫全年在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交易天然氣 60億立方

米，上半年交易 30.31億立方米，完成比例超過 50%。 

（來源：卓創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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