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然氣發電或不再“受氣” 

國內天然氣需求增速觸底回升，主要用氣行業需求穩步增長，今冬明春發電

用氣量增速將領漲。 

天然氣發電具有效率高、運行靈活、啟停速度快等特點，天然氣調峰電站也

是構建新型電力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年迎峰度夏期間，國內單日最高發電用

氣超過 2.5億立方米，氣電頂峰能力凸顯。國家發改委明確表示，將加強長三角、

珠三角、川渝等重點地區發電用氣保障，提升氣電頂峰發電能力。 

記者近日在採訪中瞭解到，隨著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電力系統的發展，電網需

要更多靈活、高效機組，具有強大調峰能力的天然氣發電因此或再受青睞。尤其

今年，國內天然氣需求增速觸底回升，主要用氣行業需求穩步增長，今冬明春發

電用氣量增速將領漲。 

供氣整體有保障 

油氣行業一位資深專家表示，今年是氣電裝機投產大年，下半年天然氣發電

量或迎來快速增長。 

該專家給出的一組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新增天然氣發電裝機約 489

萬千瓦，下半年投產裝機計畫將超 500萬千瓦，預計年底裝機增至 1.25億千瓦。

此外，今年天然氣發電利用小時同比將有所回升。“2022年天然氣發電利用小

時是 2015年以來的新低，2023年上半年利用小時為 1136，同比提高 46小時。

考慮下半年水電恢復、煤電及風光供應較充足，國際氣價同比大幅回落，天然氣

發電利用小時同比將有一定回升空間。” 

天然氣發電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天然氣資源的供應穩定。“今年天然氣整體

供應穩定，不僅增儲上產效果明顯，儲氣庫儲氣能力也在不斷增長，因此整體供

應有保障。” 氣庫資訊董事長兼首席資訊官黃慶說。 

一方面，近年國內供應保障能力穩步提升。資料顯示，今年以來國內上游企

業積極增儲上產，預計天然氣全年產量 2356億立方米，增速 5.8%；另一方面，



 

受國際氣價回落影響，天然氣進口增速由負轉正，預計全年進口量 1622億立方

米，同比增長 7.3%。其中，管道氣受中俄東線增量拉動同比增長 7.9%至 681億

立方米，LNG進口增速由負轉正，同比增長 6.8%至 941億立方米。 

“國際市場需求一般，儲氣庫儲氣量處於高位，市場略呈現供大於求局面，

為天然氣發電營造出有利氛圍。”黃慶說，“在國內天然氣整體供應速度大於需

求速度的同時，儲氣庫增量較明顯，加之社會儲備庫與去年相比較充足，供應和

儲備雙保險下，今冬供氣保障大部分時段沒有問題。” 

經濟性仍存短板 

根據“十四五”能源規劃，未來我國新能源發展將以大型風光基地為依託，

更大規模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並網，無疑需要更多調節性電源。提升靈活性是新型

電力系統建設的重要需求，但因風光等可再生能源波動性、隨機性較強，一段時

期內還需調節性電源替補出力。因此，根據對電源結構需求和調整，“十四五”

期間，不少省市均不同程度加碼天然氣發電佈局。 

在經歷夏季極端乾旱導致的缺電後，四川正大幅提升天然氣發電進度，並推

動實現天然氣調峰電價改革破冰。預計到 2025年，四川在建和建成的天然氣發

電裝機容量有望超過 1000萬千瓦。 

作為天然氣發電大省，廣東“十四五”期間電力需求預計年均增長在 

4.5%-5%。廣東省“十四五”能源規劃也明確提出，要積極發展天然氣發電，新

增天然氣發電裝機容量約 3600萬千瓦。 

“雙碳”目標下，煤電大規模發展受限，新能源發電尚難獨挑大樑，在能源

綠色低碳轉型的過渡時期，天然氣發電的橋樑價值或將凸顯。然而長期以來，其

受困於氣價與電價的不協調，並未實現更大規模發展。“天然氣發電氣源供應穩

定性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經濟性問題以及氣源價格能否順導至終端。”黃慶直

指問題所在。 

2022年，受俄烏衝突影響，國內天然氣發電成本氣價從每立方米 2元漲至 4

元多，給未成氣候的天然氣發電產業帶來成本困擾。 

此外，“十四五”以來，國家發佈一系列能源政策體系檔，但對天然氣發電

產業的表述並不多，戰略定位和發展預期也不溫不火。“因地制宜發展是目前政

策對天然氣發電的主要導向。在此定位下，無法打消一些企業和投資者對天然氣



 

發電能否規模化發展的擔心和顧慮。”某天然氣發電廠人士坦言。 

另外，各地天然氣發電價格補貼由地方政府自行統籌解決，絕大多數省份缺

少氣價與電價間的必要銜接，導致價格變化無法通過上網電價正常疏導至用戶。

“天然氣發電從獲青睞到被重用，還有一段路要走。” 上述天然氣發電廠人士

說。 

政企合力破題 

業內人士建議，天然氣發電除能夠實現電力調峰外，還兼具調頻、調壓、調

相運行、系統備用、黑啟動等多種功能，電力市場需進一步完善輔助服務收益機

制，以充分發揮天然氣發電在電力系統中的重要價值。 

中國能源研究會理事陳宗法曾指出，雖然天然氣發電成為主體能源的前景渺

茫，但未來仍有兩大機遇：一是高比例新能源的接入與電網調節能力嚴重不足的

矛盾日益突出，天然氣發電作為靈活性電源將發揮重要作用；二是“雙碳”目標

倒逼我國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宣導綠色低碳生活，天然氣發電

作為清潔冷熱源將發揮替代作用。“2025年實現碳達峰後，將有計劃、有步驟

實施煤電退出計畫。因此，天然氣作為清潔能源，仍是未來替代傳統煤電的重要

選項。” 

黃慶認為，除在頂層設計方面發力外，企業也有責任制定相應的天然氣發電

規劃部署。“天然氣發電企業應未雨綢繆，可以成立氣源綜合管理部門，綜合評

判天然氣發電的資源採購、氣源類型，評判供應穩定性和經濟性，做好前期規

劃。”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天然氣發電產業的發展迫切需要國家、行業、企業層面

達成共識，進一步認清其在新型電力系統中的重要作用，找准發展定位，協力推

進產業高品質發展。 

“為降低因上游資源供應不確定性和下游市場波動性帶來的影響，天然氣產

業上中下游相關各方應加強合作，協同發展。下游發電企業可與上游資源方進行

多元化合作，比如通過天然氣產業縱向一體化、上下游相互參股實現成本合理控

制。”黃慶建議。 

 
 



 

  （來源：中國能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