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中国天然气行业运行分析报告 

第一章 中国一次能源发展现状 

1.1 中国一次能源生产 

1.1.1一次能源产量走势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标准，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主要由煤炭、石油、天然气

和水电、核电及风电（这里是将水电、核电及风电这三种能源看作一种能源）的

产量加总而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数据，中国 2012 至 2015 年（由于 2016

年只有 1-11 月的数据，为了数据分析的可比性，本文仅分析 2012 至 2015 年能

源数据）的一次能源产量统计和走势如表 1-1及图 1.1所示。 

表 1-1 中国 2012至 2015年一次能源产量统计表      单位：万吨标准煤 

 

 

图 1.1中国 2012至 2015年一次能源产量走势图 

 

由图表可知，中国 2012 至 2015 年的一次能源生产中，煤炭的产量以 2013

年份 

 

 



年为转折点，2013年以后呈下降趋势；石油产量在这四年间基本保持平稳状态，

维持在 30000万吨标准煤左右；而天然气和水电、核电及风电的产量则逐年攀升，

尤其是水电等可再生能源的产量近几年増势明显，其增长率也远超过一次能源产

量增长率。 

1.1.2一次能源生产结构变化 

中国 2012 至 2015 年的一次能源生产结构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电、

核电及风电这四种细分能源的产量占比变化情况如图 1.2所示。 

 

 

图 1.2 中国 2012至 2015年一次能源生产结构变化图 

上图反映了中国近几年一次能源生产结构变化，其中煤炭产量在一次能源产

量中的占比逐年下滑；石油产量占比在近几年较为稳定；而天然气和水电、核电

及风电作为清洁能源，其占比稳步上升，且在未来将延续增长态势。 

化石能源是指以石油、天然气、煤炭为代表的含碳能源，属于不可再生的一

次能源，图 1.3反映了中国 2012至 2015年不同化石能源所占比例的变化。 

 



 

图 1.3 中国 2012至 2015年化石能源生产结构变化图 

由上图可知，中国在 2012至 2015年的化石能源生产结构中，天然气所占比

例逐年上升，从 2012到 2015年提升了 1.1个百分点；石油产量占比总体上增长

了 0.4个百分点；而煤炭的占比则不断下滑，从 2012年的 85.8%到2015年的 84.3%，

共降低了 1.5个百分点，但其占比仍然高于 80%，表明其在化石能源生产中仍然

是主导能源。 

1.2 中国一次能源消费 

1.2.1 一次能源消费走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中国 2012至 2015年的能源消费量呈上升

趋势，但增长率逐年递减，2015年的能源消费增长率仅为 1.0%，创 20年来的最

低增速。由此可见，受中国经济放缓等原因影响，我国的能源消费也逐渐步入低

速增长时代。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连续第 1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增长市场。

中国 2012至 2015年的一次能源消费量走势如表 1-2及图 1.4所示。 

表 1-2 中国 2012至 2015年一次能源消费量统计表      单位：万吨标准煤 

 

 

 

年份 

 

 

能源品种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消费量 
同比增

长（%） 
消费量 

同比增

长（%） 
消费量 

同比增

长（%） 
消费量 

同比增

长（%） 

煤炭 275464 1.38 280999 2.01 279328 -0.59 275200 -1.48 

石油 68363 5.14 71292 4.28 74090 3.92 77830 5.05 

天然气 19302 8.42 22096 14.47 24270 9.84 25370 4.53 

水电、核

电、风电 
39007 19.98 42525 9.02 48116 13.15 51600 7.24 



 

图 1.4 中国 2012至 2015年一次能源消费量走势 

由上述图表可知，中国在 2012至 2015年的能源消费中，除了煤炭的消费量

在 2013 年以后开始下滑外，石油、天然气和水电、核电及风电的消费量都呈逐

年递增趋势，并且在我国推行节能减排、实现能源低碳化的要求下，国家大力提

倡使用清洁能源，因此水电等可再生能源以及天然气在近几年的消费量增势明显，

在未来的发展前景也较好。 

1.2.2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变化

在



步增长趋势。 

中国 2012至 2015年煤炭、石油、天然气在化石能源消费中占比的变化情况

见图 1.6所示。在化石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和天然气的比例稳步上升，而煤炭

的占比则从 2012年的 75.9%下降到了 2015年的 72.7%。 

 

 

图 1.6 中国 2012至 2015年化石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图 

1.3能源发展相关政策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能源革命的攻坚之年。 

（1）2016 年 2 月 1 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

困发展的意见》指出：从 2016 年开始，用 3 至 5 年的时间，煤炭行业再退出产

能 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 5亿吨左右，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适度减少煤矿数

量，实现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得到有效化解、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产业结构得到优

化、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进展。 

（2）2016年 2月 24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工信部共同印发的《关于推

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实施能源互联网工作的时间点

和路线图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9 年之前基本完成各种类型能源互联网模

式和业态的工程示范；第二阶段，从 2019年以后到 2025年在深入总结前期试点

示范经验的基础上，对一些成熟可靠的技术和模式进行推广应用确保实效。 



（3）2016年 3月 22日，国家能源局制定并印发的《2016年能源工作指导意

见》指出：开展油气改革综合试点，具体包括有序放开石油勘查、开采、进口、

加工准入；推动油气管道网运分开，促进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推动完善油气

价格机制，促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等内容。 

（4）2016 年 4 月 7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共同发布的《能源技术革

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和《能源技术革命重点创新行动路线图》，提

出了包括“非常规油气和深层、深海油气开发技术创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

术创新”、“先进核能技术创新、乏燃料后处理与高放废物安全处理处置技术创新”、

“能源互联网技术创新”等 15项重点任务，明确了上述 15项重点任务的战略方

向、具体创新目标以及行动措施。 

（5）2016年 4月 17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发展煤电联营的指导意见》，

以加快调整能源结构，积极理顺煤电关系，促进煤炭、电力行业协同发展，提高

能源安全保障水平。 

（6）2016 年 9 月 7 日，国家能源局公布了《关于做好油气管网设施开放相

关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明令“三桶油”等相关企业公开油气管网信息。在此

次通知中，国家能源局进一步明确要求“三桶油”等相关企业从管输设施基本信

息、油气管网设施接入标准、提供输送(储存、气化等)服务的计量与计价方式、

上下游用户申请接入本企业油气管网设施的条件等各角度全面公开管网信息。 

（7）2016 年 10 月 12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天然气管道运输

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和《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两个《办法》）。两个《办法》的发布，从“管住中间”入手，促进“放

开两端”，明确管输定价成本依据，理顺价格机制，激励多元投资主体进入天然

气产业，促进天然气产业健康发展。 

（8）2016 年 10 月 18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明确储气设施相关价格

政策的通知》指出，今后我国的天然气储气服务价格、储气设施天然气购销价格

将由市场自发形成，鼓励各方投资建设储气设施，增强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 

第二章 2016 年中国天然气行业相关信息 

2.1天然气资源勘探 

    （1）2016年 7月，“安页 1井”完钻井深 2900米，在井深 2105~2206米志

留系石牛栏组泥晶灰岩与钙质泥岩互层中，钻出两段 11 个高压气层，压裂测试

获最大流量 16.98 万立方米/日、稳产在 10 万立方米/日以上的工业气流，这也

是南方志留系石牛栏组首次重大发现。 

（2）2016 年 8 月，西南油气分公司中江气田勘探评价井中江 113D 井，在

目的层遂宁组三段钻遇良好油气，展现了中江气田遂宁组气藏具有良好的勘探评

价潜力，有望实现老区新层系勘探的突破。 

（3）2016年 8月，峁 2井完成 2 个层组试气，获得工业气流。此举标志着

中石油青海油田在柴达木盆地黄瓜峁地区天然气勘探获得了新突破，有望成为青

海油田天然气资源接替的新领域。 

（4）2016 年 9 月，中石油新疆油田公司玛湖凹陷西斜坡勘探玛 26 井侏罗



系三工河组试油获高产工业气流。经自喷试产，玛 26井获稳定日产凝析油 0.46

立方米，日产气 5.769万立方米，标志着玛湖凹陷西斜坡侏罗系三工河组首次获

得较大突破，同时也是斜坡区发现的首个浅层高效气藏，进一步证实了斜坡区侏

罗系浅层勘探的潜力。 

（5）2016年 12月 20日，中国石油在京发布 iPreSeis地震成像与定量预

测软件，该软件由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自主研发，标志着我国地震精准成像

和油气储层定量预测技术再上新台阶，为油气勘探开发再添新利器。 

2.2 天然气行业投资 

（1）中国石化 2016年 8 月 3日公告称，董事会同意以中石化川气东送天然

气管道有限公司(下称管道公司)为平台进行公开引资，具体包括：同意管道公司

本次引资方案，引资完成后，中国石化对管道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50%；同意根据

引资方案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由公司及管道公司启动并推进上述引资工作。12

月 12日，中石化发布《关于中石化川气东送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增资引进投资

者的公告》，公告显示：本次增资拟由中国人寿及国投交通以现金共计 228亿元

认购管道有限公司 50%的股权。 

（2）截止 2016年 9月 2日，茂名市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累计投资 2.8亿元

建设资金，建成气化站 1座，加气站 1座，铺设天然气主干管网 72公里，通气

的居民用户 4.5万户、工商业用户 300多户，天然气加气车辆达到 250多辆。茂

名中燃以河东区域为中心，制定“中优、西连、南进、北拓”发展战略，未来三

年内将投资 1.22亿元建设资金，新增天然气主干管网 60公里，增建一座长输管

线接收站，计划在 2018年底接驳长输管线。 

（3）2016 年 10 月 10 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派思能源 3×24 万吨 LNG（液

化天然气）项目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木肯淖尔镇举行开工仪式。该项目总投资

13.67 亿元，建设规模为年产 72 万吨 LNG，预计 2017 年建成投产。该项目建成

对于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将带来积极促进

作用。 

（4）2016年 10月 26日，中国燃气公告，普通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人就组建

基金订立有限合伙协议。根据有限合伙协议，预计基金将有总计达 100.2亿元人

民币元的出资总额。基金将着重参与公司 4G(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压缩天

然气及液化石油气)能源项目投资，推动公司从燃气供应商到综合能源方案提供

商转型，共同参与国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5）2016 年 12 月 28 日，贵州省首个液化天然气（LNG）工厂落户贵阳市

修文县，该项目由贵州迈达盛集团、重庆三峡燃气集团等公司共同开发建设，由

中石油提供气源。工厂占地 245亩，总投资达 7.7亿元，项目建设周期 15个月，

预计于 2018年 3月正式建成。项目建成投产后，有望达到每年 18亿元的产值。 

2.3 天然气产能建设 

（1）中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在鄂尔多斯盆地境内共有两大气田，分别是大

牛地气田与东胜气田。截止 2016年 4月，大牛地气田产能建设规模已达到 53.6

亿方/年，年销售量已达到 43亿，东胜气田目前已建成 5 亿立方米产能规模。 



（2）“稳油增气”是大庆油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围绕“增气”

周密部署，制定了以“加大老井挖潜控递减、加快产能建设提产量、加强市场开

发增销量”为重点的工作思路。2016年前三个季度，大庆油田共生产天然气 27.3

亿立方米，销售天然气 17.13亿立方米，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 1.28亿和 0.81

亿立方米。 

（3）2016 年 11 月，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安岳气田磨溪区块龙王庙组气

藏磨溪 008-11-X1井、磨溪 008-11-X2井顺利投产，两口气井新增天然气日产能

110万立方米。 

2.4 天然气产量 

根据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每月发布的天然气运行简况，2016年 1-11月中国

天然气的产量如表 2-1及图 2.1所示。 
表 2-1 中国 2016年 1-11月天然气产量统计表 

月份 产量（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1 131 4.1 

2 117 7.4 

3 119 1.7 

4 106 6.8 

5 104 0.9 

6 99 -2.0 

7 101 13.4 

8 106 -0.3 

9 100 2.0 

10 107 -1.4 

11 121 5.4 

累计 1211 1.7 

 

从图表可以看出，中国 2016年 1-11月天然气产量总体上呈 U 型变化，即先

减后增趋势；1-11 月累计产量为 1211 亿立方米，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7%；

其中 1 月的产量目前最高，为 131 亿立方米；而 6 月的产量最低，为 99 亿立方

米；截止 11 月，共有 3 个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负增长，分别是 6 月、8 月

和 10月，其中 6月的同比增长率最低，为-2.0%。 

 

 

http://gongsi.hexun.com/fc_721.shtml


 

图 2.1 中国 2016年 1-11月天然气产量走势图 

2.5 天然气消费量 

根据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发布的相关数据，2016年 1-11月中国天然气的消

费量如表 2-2及图 2.2所示。 
表 2-2中国 2016年 1-11月天然气消费量统计表 

月份 产量（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1 223 17.6 

2 182 18.5 

3 175 8.7 

4 139 3.5 

5 135 0.6 

6 141 5.2 

7 144 2.3 

8 139 -1.6 

9

9



 

图 2.2 中国 2016年 1-11月天然气消费量走势图 

由图表可知，中国 2016年 1-11月天然气消费量总体上呈 U型变化，即先减

后增趋势；1-11 月累计消费量为 1764 亿立方米，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7%，

且远超过 1-11 月的天然气产量，此种局面将使得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居高不

下；1月的消费量目前最高，为 223亿立方米；而 5月的消费量目前最低，为 135

亿立方米；截止 11 月，只有 8 月的天然气消费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负增长，

增长率为-1.6%；2月的增长率达全年最高，达到 18.5%。 

2.6 天然气价格 

表 2-3是 2016年 11月 9日国内主要地区民用、工用及商用天然气报价。 

表 2-3 2016年 11月 9日天然气价格统计表         单位：元/立方米 

地 区 民用天然气 工用天然气 商用天然气 

北京 2.28 3.65 3.65 

上海 3.05 3.79 无 

天津 2.40 3.25 3.25 

重庆 1.72 2.84 2.78 

海口 3.15 3.73 3.30 

广州 3.45 4.85 无 

南宁 3.86 4.20 无 

贵阳 3.20 4.00 无 

昆明 2.98 无 无 

成都 1.89 3.25 无 

南昌 3.20 3.44 无 

http://www.kuaiji.com/city/beijing?utm_source=neilian
http://www.kuaiji.com/city/tianjin?utm_source=neilian


地 区 民用天然气 工用天然气 商用天然气 

合肥 2.33 3.60 3.60 

武汉 2.53 3.41 4.08 

长沙 2.45 3.88 3.88 

福州 3.65 3.42 无 

杭州 2.40 4.84 4.84 

南京 2.20 3.65 无 

济南 2.70 4.14 4.14 

石家庄 2.40 3.80 3.45 

郑州 2.25 3.23 3.53 

太原 2.26 3.60 无 

沈阳 3.30 3.90 无 

哈尔滨 2.80 4.30 无 

长春 2.80 无 无 

西宁 1.48 1.70 无 

西安 1.98 2.30 无 

兰州 1.70 2.64 无 

乌鲁木齐 1.37 2.11 无 

呼和浩特 1.82 2.00 无 

拉萨 1.20 无 无 

目前天然气定价由政府主导，难以及时反映市场供需及产业链各环节的实际

成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其次，部分省市终端供气

环节过多，供气成本较高，且居民用气价格与工业用气价格倒挂。再者，前几年

为了应对“气荒”而在高油价下签订的 LNG长期贸易协议价格显著高于当前的

LNG现货价格，高气价降低了天然气的市场竞争力。最后，天然气销售环节缺乏

调峰气价机制，影响储气调峰设施投资和建设的积极性。 

2.7 天然气管输 

（1）2016年中国新建成投产的油气管道以延续“十二五”期间开工的管道

为主，主要有西气东输三线东段(吉安-福州)、如东-海门-崇明岛、甬台温、金

丽温、天津 LNG外输、广西 LNG外输等天然气管道，中缅原油管道国内段、日照

-濮阳-洛阳等原油管道，以及锦郑、甬台温、云南等成品油管道。 

（2）2016年 4月，广西北海 LNG接收站一期建成投产。该项目于 2013年 7

http://www.kuaiji.com/city/wuhan?utm_source=neilian
http://www.kuaiji.com/city/zhengzhou?utm_source=neilian
http://www.kuaiji.com/city/taiyuan?utm_source=neilian


月 30 日正式开工，建设 4 座 16 万立方米的 LNG 储罐，投产后总罐容达到 64 万

方，规模为 300 万吨/年。2016 年 11 月江苏如东 LNG 接收站二期全面投产。该

项目于 2013年 9月开工，建设 1座目前国内最大的 20万方全容储罐，投产后接

收站总罐容扩大到 68 万方，规模增至 650 万吨/年，气化能力达到 1000 万吨/

年。2016 年 11 月辽宁大连 LNG 接收站二期建成投产。该项目于 2013 年 8 月核

准扩建，投产后新增接收能力 300万吨/年，接收站规模扩至 600万吨/年。 

（3）2016年 7月，陕京四线在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等标段进行设备调试、

现场焊接试验，标志着陕京四线重新开工建设。本次建设的主要是主干线和宝坻

-香河-西集支线工程，计划于 2017年 10月底前全线建成投产，用以满足华北地

区用气需求，以及 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季奥运

会对清洁能源的需求。 

（4）2016年 11月 29日，北京市重大项目办消息称，陕京四线宝坻-香河-

西集管道联络线已正式建成。今年供暖高峰期，北京市民将能用上经由宝香西天

然气管道运输的天然气了，六大上游气源的天然气将源源不断地通过陕京管道系

统输送到千家万户，即使在极端天气下，也能保障居民采暖。  

（5）2016 年 12 月 12 日，随着福建省福州末站 2101 号天然气阀门的缓缓

开启，来自中亚和塔里木气区的天然气经过近 7000 公里的长途输送，正式到达

福建省福州市，西气东输三线（下称西三线）东段工程宣布建成通气。西三线是

继西二线建成投产之后的又一条横贯中国东西两端的能源战略通道。西三线东段

吉安—福州段工程起于西二线江西省吉安联络站，止于福建省福州末站，全长

832.4公里，设计年输气量 150亿立方米。据测算，西三线每输送 100亿立方米

天然气，可替代标煤 1300 万吨，相当于减少 61 万吨有害物质、4400 万吨二氧

化碳酸性气体排放。 

（6）2016年 12月 20日，随着轮南至吐鲁番管道沿线各场站新增压缩机组

72 个小时试运测试的陆续完成，轮吐线二期增输工程全线正式投入生产运行。

轮吐线二期增输工程于 2014 年 6 月开工，主要对轮南压气站、孔雀河压气站、

库米什压气站和吐鲁番分输站进行增输扩建改造，增加压缩机组、过滤分离器等

设备设施，最大年输气能力达到 170亿立方米。不难看出，轮吐线二期的投产运

行，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节能减排、提质增效和加快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2.8非常规天然气 

非常规天然气包括煤层气、页岩气、致密砂岩气等。我国 2016 年 1-9 月非

常规天然气产量 123.0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95.3%；其中，煤层气产量 55.7 亿

立方米，增长 9.0%；页岩气产量 62.9亿立方米，增长 537.3%，致密砂岩气产量

4.4亿立方米，增长 115.4%。页岩气产量大幅增加是拉动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快速

增长的主要原因。  

（1）页岩气 

根据《石油和化学工业“十三五”发展指南》，我国的页岩气将以南方海相

为勘探重点，加快四川长宁—威远、重庆涪陵、云南昭通、陕西延安等国家级示

范区建设，推广应用水平井、“工厂化”作业模式，全面突破海相页岩气效益开

发技术，以实现产量大幅增长；探索海陆过度相和陆相页岩气勘探开发潜力，寻

找新的核心区，为进一步上产奠定基础。国家能源局 9 月 30 日发布的《页岩气



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提出，在政策支持到位和市场开拓顺利的情况下，

我国力争 2020 年实现页岩气产量 300 亿立方米，2030 年实现页岩气产量

800-1000亿立方米。 

截止到 2016 年 10 月 18 日，我国页岩气探明地质储量 5441.29 亿立方米。

全国页岩气矿业权 54 个（包括增列），共 17 万平方公里。其中，中石化涪陵焦

石坝项目 2016 年预计产量可达 50 亿立方米；预计 2017 年和 2020 年分别形成

100 亿立方米、130 亿立方米产能。另外，中石油四川长宁、威远、邵通等页岩

气项目，提交页岩气探明地质储量 1636 亿立方米，预计 2016 年产量超过 25 亿

立方米，2020年超过 100亿立方米。 

（2）煤层气 

依据《石油和化学工业“十三五”发展指南》，中国煤层气要立足沁水盆地

南部、鄂尔多斯东缘两大已开发煤层气产业基地，加强综合地质精细研究，提高

单井产量，实现规模效益开发；加快蜀南、黑龙江东部、二连盆地、塔里木盆地

等煤层气勘探评价，争取形成有序接替的煤层气有利目标区，扩大资源后备阵地。

2016 年 11 月 24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十三

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将新增煤层

气探明地质储量 4200亿立方米，建成 2-3个煤层气产业化基地。 

《规划》指出，目前，我国煤层气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规模小，市场竞争

力弱。特别是 2013 年以来，受能源市场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煤层气勘探开发

投资放缓，煤层气地面产量、煤矿瓦斯利用率与“十二五”规划目标相比差距较

大，目前在开发利用方面主要存在现有技术难以支撑产业快速发展，瓦斯抽采难

度增大利用率低，扶持政策激励效应趋于弱化，煤层气体制机制改革滞后等问题。 

《规划》明确，2020年，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量达到 240亿立方米，其中

地面煤层气产量 100 亿立方米，利用率 90%以上。煤矿瓦斯抽采 140 亿立方米，

利用率 50%以上。煤矿瓦斯发电装机容量 280万千瓦，民用超过 168万户。煤矿

瓦斯事故死亡人数比 2015年下降 15%以上。 

在煤层气资源勘探方面，《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产业化基地增储，以沁

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为重点，继续实施山西延川南、古交和陕西韩城等勘

探项目，扩大储量探明区域。加快山西沁源、临兴、石楼等区块勘探，增加探明

地质储量。到 2020年，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2515亿立方米。要推动新区储量实现

突破，加快贵州、新疆、内蒙古、四川、云南等地区煤层气资源调查和潜力评价，

实施一批煤层气勘查项目，力争在西北低煤阶地区和西南高应力地区煤层气勘探

取得突破。到 2020年，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1685亿立方米。要加强煤矿区综合勘

查，在辽宁、黑龙江、安徽、河南、湖南等省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区，鼓励

探采结合，开展煤层气井组抽采试验，加强煤层气与煤炭资源综合勘查、评价。 

2.9天然气行业发展相关政策 

（1）2 月 13 日，国家能源局正式印发《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

《办法》的出台旨在促进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提高管网设施利用效率，保障

油气安全稳定供应，规范油气管网设施开放和相关市场行为，在目前油气行业纵

向一体化的体制下，解决上下游多元化市场主体的开放需求问题。 

（2）2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以部门规章这一法律形式，发布了《天然气基

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办法》，明确鼓励、支持各类资本参与投资建设纳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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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92 14.9 185 12.1 478 13.8 

3 272 37.7 170 27.4 443 33.6 

4 280 30.9 189 22.4 469 27.3 

5 203 17.3 143 27.3 346 21.2 

6 208 14.3 221 28.1 429 21.0 

7 210 20.5 160 -16.4 370 1.2 

8 108 -46.0 226 60.1 334 -2.2 

9 321 58.0 253 95.5 573 72.6 

10 198 -0.4 184 15.1 382 6.5 

11 196 7.3 266 46.6 462 26.8 

累计 2564 16.8 2243 27.5 4809 21.6 

 

 

图 3.1 中国 2016年 1-11月天然气进口总量走势图 

从以上图表可知，2016 年 1-11 月，中国累计天然气进口量为 4809 万吨，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21.6%；其中气态天然气的累计进口量为 2564 万吨，同比

增长 16.8；液化天然气的累计进口量为 2243万吨，同比增长 27.5%。 

对海关信息网的相关数据进行简单计算，可以得到中国 2016年 1-11月天然

气进口结构如图 3.2所示。 

 



 

图 3.2 中国 2016年 1-11月天然气进口结构变化图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 2016年 1-11月的天然气进口结构中，气态天然气和

液化天然气的占比变化没有特定规律，但从 1 月到 11 月，液化天然气进口所占

比例上升了 11个百分点，而气态天然气的进口占比降低了 11个百分点；其中气

态天然气进口占比 3 月最高，为 62%；8 月最低，为 32%；而液化天然气的进口

占比在 8 月最高，为 68%；3月最低，为 38%。 

（2）天然气进口价格 

随着原油价格的回升，以及冬季天然气需求的增长，LNG 进口价格自今年 7

月份均价 282.47美元/吨上升至 11月份的均价 382.41美元/吨，11月份均价环

比上升 1.83%，但同比大幅下降 13.55%。管道气 11月份进口价格为 255.84美元

/吨，环比增长 1.93%，同比下降了 13.95%。中石油、中海油进口卡塔尔 LNG 均

价在 430-450美元/吨附近，中海油进口澳大利亚煤层气均价在 410美元/吨以内。

1-11月份管道天然气与 LNG进口价格详见图 3.3。 

 

 
图 3.3  2016年 1-11月份中国天然气进口价格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管道气（美元/吨） 304.42 300.64 290.20 287.66 247.09 253.13 249.45 272.21 243.87 250.99 255.84

LNG（美元/吨） 382.41 365.43 345.98 343.58 327.51 321.35 282.47 313.75 320.24 351.00 3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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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 

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是指当期天然气进口量占当期天然气消费总量的比重，用

来衡量国内天然气消费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

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大气环境治理日益迫切，天然气资源的需求量逐年增加，

对外依存度也在居高不下。2016年 1-11月份天然气进口量为 633亿立方米，消

费量为 1764亿立方米，进口量占消费量的 35.88%，即对外依存度为 35.88%。2016

年 1-11月份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数据见图 3.4。 

 

 
图 3.42016年 1-11月份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 

3.2天然气出口 

由于中国在天然气出口方面仅存在气态天然气出口而不存在液化天然气出

口，故气态天然气出口量即为天然气出口量。根据海关信息网所发布的进出口数

据，中国在 2016年 1-11月的天然气出口量如表 3-2及图 3.5所示。 

表 3-2  中国 2016年 1-11月天然气出口量统计表 

月份 出口量（万吨） 同比增长（%） 

1 18 3.7 

2 8 -37.4 

3 9 -31.8 

4 17 -7.2 

5 19 3.4 

6 38 79.6 

7 12 -45.6 

8 24 7.5 

34.08 
34.62 

33.71 

37.41 

35.56 

41.13 

36.11 
35.25 

37.68 

36.77 

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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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也大幅度下降了 28.09%。出口至香港、澳门的价格分别为 367.47 美元/吨、

684.26 美元/吨，环比下降 16.49%、1.16%，同比下降 28.29%、6.31%。2016 年

1-11月份出口至香港、澳门的气态天然气价格详见图 3.5。 

第四章 2016 年天然气行业景气状态分析 

天然气行业景气指数是天然气行业运行状态与繁荣程度的度量。该指标能形

象地刻画天然气行业总体运行状况，揭示天然气行业波动原因，预测天然气行业

短期、中期、长期运行走势和荣衰变化。天然气行业景气状态可以分为：很不景

气，指数在 0-20之间；较不景气，指数在 20-40之间；一般景气，指数在 40-60

之间；较景气，指数在 60-80之间；很景气，指数在 80-100之间。 

4.1中国天然气行业景气状态 

（1）2016年 1季度中国天然气行业景气指数为 48.58，处于一般景气状态，

相对 2015 年 4 季度有所下降，季度景气变动系数为 0.972。其中宏观经济背景

指标、天然气行业专家判断指标、天然气销售公司经营状态指标与上季度相比基

本维持不变，而天然气进口状态指标有一定幅度下降，天然气生产企业经营状态

指标有较大幅度下降。详见表 4-1和图 4.1。 

 

表 4-1 中国天然气行业景气指数 

序

号 

时间 中国天然气行业景气

指数 

天然气生产企业景气

指数 

天然气销售公司景气

指数 

季度景气

变动系数 

季度景气

指数 

季度景气

变动系数 

季度景气

指数 

季度 景气

变动系数 

季度景气

指数 

1 

 

2016 年 1

季度 
0.972 48.58 0.947 47.33 0.993 49.66 

2 2016 年 2

季度 
0.981 47.66 0.957 45.28 0.997 49.52 

3 2016 年 3

季度 
1.012 48.21 1.039 47.03 1.024 50.71 

4 2016 年 4

季度 
1.042 50.22 1.037 48.75 1.024 51.91 

 

（2）2016年 2季度中国天然气行业景气指数为 47.66，处于一般景气状态，

比 2016 年 1 季度的景气指数 48.58 略有降低，季节景气变动系数为 0.981。其



中天然气行业专家判断指标与 1季度相比有一定幅度上升，宏观经济背景指标与

天然气销售公司经营状态指标基本维持不变，而天然气进口状态指标、天然气生

产企业经营状态指标与 1季度相比有一定幅度下降。 

（3）2016年 3季度中国天然气行业景气指数为 48.21，处于一般景气状态，

相对于 2016年 2季度的景气指数 47.66略有上升，季节景气变动系数为 1.012。

其中天然气销售公司经营状态指标与 2季度相比有一定幅度上升，天然气行业专

家判断指标与宏观经济指标基本保持不变，而天然气进口状态指标、天然气生产

企业经营状态指标与 2 季度相比有一定幅度下降。 

（4）2016年 4季度中国天然气行业景气指数为 50.22，处于一般景气状态，

与 2016年 3季度的景气指数 48.21有较大幅度上升，季节景气变动系数为 1.042。

从统计数据看，天然气进口状态指标与 3 季度相比大幅上升，天然气行业专家判

断指标有较大幅度上升，天然气生产企业经营状态指标与天然气销售公司经营状

态指标有一定幅度上升，宏观经济指标基本保持不变，因此 4季度中国天然气行

业景气指数大幅度上升。 

 

 
图 4.1  中国天然气行业景气指数走势图 

4.2中国天然气生产企业景气状态 

（1）2016 年 1 季度生产企业景气指数为 47.33，处于一般景气状态，相对

于 2015 年 4 季度较大幅度下降，季度景气变动系数为 0.947。在生产企业景气

指数的构成中，产能规模水平有较大幅度增长，投资水平、产能利用、企业产量、

价格水平、就业人员情况与上季度相比基本维持不变，经营状况、员工收入水平

受到宏观经济因素影响有一定幅度下降。详见表 4-1和图 4.2。 

（2）2016年 2季度天然气生产企业景气指数为 45.28，处于一般景气状态，

相对于 1 季度生产企业景气指数 47.33存在一定幅度下降，季节景气变动系数为

0.957。其中 2 季度的产能建设、价格水平相对于 1 季度基本维持不变，而投资

水平、产能利用、企业产量、经营状况、就业人员、员工收入水平与 1 季度相比

有较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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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6年 3季度天然气生产企业景气指数为 47.03，处于一般景气状态，

相对于 2 季度生产企业景气指数 45.28 有所上升，季节景气变动系数为 1.039，

景气状态明显回暖。从调查数据看，生产企业经营状况与 2 季度相比大幅上升，

产能利用水平、产能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上升，投资水平、企业产量水平有一定

幅度上升，而价格水平、就业人员与 2季度相比有一定幅度下降，员工收入水平

有较大幅度下降。 

（4）2016年 4季度天然气生产企业景气指数为 48.75，处于一般景气状态，

相对于 3 季度生产企业景气指数 47.03 有较大幅度上升，季节景气变动系数为

1.037。其中产能建设水平、投资水平、产能利用水平、企业产量水平、经营状

况与 3季度相比有较大幅度上升，员工收入水平有一定幅度上升，就业人员基本

保持不变，而价格水平与 3季度相比有一定幅度下降。 

 

 
图 4.2  天然气生产企业景气指数走势图 

4.3中国天然气销售公司景气状态 

（1）2016年 1季度国内天然气销售公司运营相对平稳，天然气销售公司景

气指数为 49.66，处于一般景气状态，与 2015 年 4 季度基本持平，季度景气变

动系数为 0.993。其中就业人员与上季度相比有较大幅度上升，产品销量有一定

幅度上升，价格水平、经营状况基本保持不变，而供求状态、员工收入水平与上

季度相比有一定幅度下降。详见表 4-1和图 4.3。 

（2）2016年 2季度国内天然气销售公司运营相对平稳，天然气销售公司景

气指数为 49.52，处于一般景气状态，相对于 1 季度的 49.66基本持平，季节景

气变动系数为 0.997。其中经营状况、就业人员、员工收入水平 2 季度与 1季度

相比有一定幅度上升，价格水平基本维持不变，而产品销量与 1季度相比有一定

幅度下降，供求状态指标较大幅度下降。 

（3）2016年 3季度国内天然气销售公司运营状况相对较好，天然气销售公

司景气指数为 50.71，处于一般景气状态，相对于 2 季度的 49.52有一定幅度上

升，季节景气变动系数为 1.045。其中产品销量水平与 2季度相比有较大幅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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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经营状况与就业人员有一定幅度上升，员工收入水平与供求状态基本保持不

变，价格水平与 2季度相比有一定幅度下降。 

（4）2016年 4季度国内天然气销售公司运营状况有所改善，天然气销售公

司景气指数为 51.91，处于一般景气状态，相对于 3季度的 50.71有所上升，季

节景气变动系数为 1.024。其中产品销量与 3季度相比大幅上升，经营状况、就

业人员、价格水平有一定幅度上升，而员工收入水平、供求状态指标与 3季度相

比有一定幅度下降。 

 

 
图 4.3  天然气销售公司景气指数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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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天然气行业未来走势 

（1）天然气需求 

虽然近两年来中国天然气需求受宏观经济影响而增长放缓，但是为缓解环境

压力，天然气作为优质能源将增加对劣质能源的替代，同时天然气未来可能通过

价格调节扩大消费。因此，可以预测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天然气需求将持续稳定

增长。 

（2）天然气生产 

我国非常规天然气资源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勘探水平的提高和资源开

采技术的进步，加快页岩气和煤层气为主体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开发是大势所趋，

相信未来 5年，天然气产量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3）天然气价格 

天然气价格偏高带来了系列经济问题：工业用气受阻，天然气发电不经济；

以天然气作为原料的化工产品利润空间狭小，这些问题将随着天然气供给增加和

消费政策导向而逐渐得到解决。因此价格下降也是迟早之事。 

（4） 天然气进出口 

受国际市场油价下滑和国际天然气市场宽松之影响，2016 年上半年进口天

然气价格同步下跌，LNG和管道气进口到岸均价分别为 1.6元/立方米和 1.4元/

立方米，同比跌幅达到 31%和 33%，低气价刺激了我国天然气进口的旺盛增长。

2016 年 1-11 月，我国天然气累计进口量达 4809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21.6%。

随着 LNG与管道气比价优势增加，工业用户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将倾向于选择价

格更为低廉的进口 LNG，从而引发 LNG进口量迅速攀升。 

（5）天然气管输 

由于天然气对优化能源结构、治理大气污染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家政策

引导和激励下，天然气管道发展势在必行。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油气管网设施公

平开放监管办法》提出：为了提高管网设施利用效率，保障油气安全稳定供应，

将促进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实现市场主体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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