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然气进口提速！ 解“气荒”惠民生 

中新社北京 5月19日电 (杨佳欣)一边是减少煤炭使用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需

求，一边是天然气供应显露出“缺口”，过去一个冬天，这一两难局面牵动各方

目光。据中宇资讯统计，2015年-2017年各年中国国内天然气产量增速集中在

7.7%-8.1%，而消费量增速已上升至 12.5%-15.4%。天然气供需水平相差悬殊，

导致中国天然气“气荒”问题显现。为切实改善民生，解决“气荒”问题，扩大

进口成为重要举措之一。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天然气进口 682

万吨，同比增长 34.2%，天然气进口连续 7个月保持 30%以上的高速增长。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天然气进口量的增加与

国家大力提倡使用天然气的政策密不可分。2017 年 6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等十三部门正式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天然

气在城镇燃气、工业燃料、燃气发电、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大规模高效科学利用。

意见还确定要逐步将天然气培育成为中国现代清洁能源体系的主体能源之一，要

求到 2020 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力争达到 10%左右。林伯强

说：“改善能源结构，治理雾霾，都要依靠天然气。政策的大力推动，促使天然

气消费量的增加，进而促进进口的增加。”对此，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能源领域专家周大地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治理大气污染，提高城乡居民生

活能源清洁程度和服务水平等方面，提供气体燃料是一个具体的途径。”周大地

直言：“增加天然气的供应是解决国内天然气供需矛盾的重要措施。以目前情况

来看，增加进口是一个必要的手段。” 

除了天然气，中国能源扩大进口的趋势在石油上也将得到体现。林伯强指出，



 

中国能源进口以油气为主。在这两类资源上，中国的进口还会保持增长。伴随着

进口量的增加，能源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就成为一个必要的选择。《石油蓝皮书：

中国石油产业发展报告(2018)》内容透露，中国从俄罗斯、美国的原油进口量正

在进一步增加。林伯强表示：“俄罗斯资源较为丰富，距离中国地理位置较近，

铺设能源建设的基础设施成本较低，是个优势。”而在美国方面，林伯强认为，

伴随从美国进口能源成本的下降，美国在能源方面的竞争力也在提升。周大地指

出：“能源的进口不是简单地现买现卖，一旦形成供应链，就是长期合作关系。

能源开放是双向的，全面的，双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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