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营与管理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22 城市燃气  2016 / 03  总第 493 期

经营与管理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035）李持佳  邱迪

□  西安交通大学（710048）宋雨田  王雪强

国内外天然气市场现状分析

摘       要：  伴随天然气输气基础设施的发展，天然气应用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国际贸易量逐年上

升，全球范围内现已形成区域天然气市场。结合2015年BP统计年鉴，本文对天然气应用

背景、世界天然气市场现状以及中国天然气市场现状进行回顾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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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China Gas Market Current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Li Chijia, Qiu Di, Song Yutian, Wang Xueqiang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gas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s, the coverage area of gas 
utilization�is�expanding,�the�international�trade�of�gas�is�rising,�and�a�few�regional�gas�markets�
have come into being in the world. Based on BP statistical review 2015, the paper reviews 
present status of gas utilization, current world gas market, as well as China gas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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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应用现状

天然气作为优质的清洁能源，在人类生产生活

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全球天然气消费

量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占比逐年攀升（图1和图2）。

2014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达3.93万亿m3，比1980年

增加1.98万亿m3，增幅为140.4%。1980~2014年全球

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天然气的占比由19.5%提高至

23.7%，石油的占比由44.9%下降至32.6%，煤炭的占

比由27.2%变化至29.5%，天然气与煤、石油已呈现 图1  全球天然气消费量及增速变化[1]

出“三足鼎立”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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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资源分布

2 0 1 4 年 全 球 天 然 气 探 明 储 量 和 产 量 分 别 为 

187.1万亿m3和3.46万亿m3，增速分别为0.3%和1.6%。天

然气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分布十分不均（图3），中东地

区和欧亚大陆分布最多，储量优势明显，分别占全

球总量的42.7%和31.0%，主要储气国为伊朗、俄罗

斯。由于资源分布、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

环境的不同，各地区天然气产量差异较大（图4），

欧亚大陆和北美天然气产量最多，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28.8%和27.7%，主要产气国为美国和俄罗斯。进一

步分析可以看出，中东地区天然气储量丰富而产量相

对较小，储采比达到142.9a，冠绝全球；反观北美地

区，过度开采导致天然气储量急剧下降，储采比仅为

12.8a。我国天然气探明储量和产量分别为3.5万亿m3

（世界第12名）和1 345亿m3（世界第6名），储采比

为25.7a。

   

1.3  输运手段 

目前，天然气的输运手段主要有管道运输和LNG

运输两种。管道运输是最为传统的方式，迄今已有

上百年历史。天然气管网的良好运转已经成为国家工

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保

障。LNG运输问世于20世纪50年代，将天然气液化成

LNG，使天然气体积骤减为原先的1/600，采用专门

容器盛放，通过船舶或车辆运送到目的地的LNG接收

站[3]。美国是世界上天然气管网最发达的地区，本土

的天然气干线管道总长超过48万km，占世界天然气

输气干线总长度的1/3；日本是世界上LNG应用最为

发达的国家，遍布日本四岛及冲绳的LNG接收站吸收

世界各地的资源，为日本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做

出巨大贡献。

2      世界天然气市场现状

2.1  贸易格局

目前，天然气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保持供需平衡，

产量与消费量相当。2014年，天然气国际贸易量为

9 972亿m3，占全年产量的28.8%，比1970年的4.4%大

幅提升。天然气资源的分布不均和供需分离造成了天

然气国际贸易的出现。图5反映出2014年全球各地区

天然气进出口情况，欧洲地区和独联体国家分别是净

进口量和净出口量最多的地区。

目前国际天然气贸易结构为管道气和LNG并存。

由图6可以看出，2009年之前，管道气在总贸易量中

的占比一直高于70%，但其增速缓慢，且占比呈逐年

图2  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1]

图3  2014年全球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布[1]

图4  2014年全球天然气产量分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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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趋势，2010年开始跌破70%；相反，LNG贸易量

在这十年间迅速提升，贸易量年均增速9.2%，占比

逐年增加，2010年首次超过30%。2014年，管道气和

LNG贸易量的占比分别为66.6%和33.4%。预计到2050

年左右，全球天然气贸易将出现管道气与LNG平分天

下的局面[4]。

2.2  区域市场 

目前，世界上已形成三个区域天然气市场——

北美地区市场、欧洲地区市场和亚太地区市场（表

1）。北美地区市场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

是全球最发达的天然气市场。该市场天然气贸易形式

主要为管道气，2014年管道气贸易量为1 169亿m3，

LNG贸易量为116亿m3。北美地区最大进口国为美

国，最大出口国为加拿大，该地区天然气供需关系高

度一体化，供应安全保障程度高。

欧洲地区市场是全球第二大天然气市场，涵盖

俄罗斯、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和德国、英国等西欧国

家。该市场天然气贸易形式主要为管道气，2014年管

道气贸易量为3 619亿m3，LNG贸易量为521亿m3。欧

洲地区主要进口国为德国、意大利和英国，主要出口

国为俄罗斯和挪威。

亚太地区市场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中

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虽然这些国家地理位置接

近，但其市场供应来源分散，实际联系不强。亚太地

区天然气贸易的主要形式为LNG，2014年LNG贸易量

达到2 427亿m3，管道气贸易量为578亿m3，主要进口

国家为日本、韩国和中国。

2.3  成因和趋势

区域天然气市场的形成除了有资源分布不均和区

域性供需分离这两个原因，政治因素和历史因素也不

可忽视。出于历史因素，北美市场中美加两国相互认

同度很高，客观上促进了该市场的稳定；另外两个市

场均为区域供需分离体系，双方在多方面差异较大，

供应安全程度较低。特别是欧洲市场，受历史和政治

因素影响，俄罗斯出口至独联体国家的管道天然气价

格远低于市场价，而出口至西欧国家的天然气贸易大

多执行长期合同，这种定价政策为市场稳定性埋下较

大隐患。

世界天然气市场发展可分为国内市场阶段、区域市

场阶段和全球市场阶段，目前世界天然气市场正处于

由区域市场阶段向全球市场阶段过渡的发展时期[5]。

气价变化可以反映出这种过渡趋势，通过图7可以看

出，2010年以后北美气价与欧洲气价间的差异在逐步

缩小，这说明全球天然气市场流动性增强，各区域天

然气市场呈现出趋同趋势。有学者估计，到2050年前

后将形成同当前石油市场一样的成熟体系[2]。

图5  2014年全球各地区天然气进出口情况[1]

图6  管道气和LNG在全球天然气贸易中占比[1]

区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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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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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区市场 1 285 美国 加拿大 10:1

欧洲地区市场 4 140 德国 俄罗斯 7:1

亚太地区市场 3 005 日本 卡塔尔 1:4

全球总计 9 972 日本 俄罗斯 2:1

表1  全球主要区域性天然气市场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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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天然气市场现状

作为能源消耗大国，我国十分重视天然气的利

用。2004年12月30日，“西气东输”一期管道的商业

运作标志着中国天然气市场开始快速发展[6]，天然气

输运设施大力建设，天然气消费量逐年增加，一次能

源消费结构开始好转，天然气消费结构日趋合理。据

估计，未来20年内，我国天然气应用将保持目前的发

展态势，我国天然气市场发展期将持续很长时间。

3.1  输运设施

自2004年开始，我国大力建设天然气输气管网

和LNG接收站，以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

比。输气管网方面，我国现已建成天然气全国性输气

管网长度之和达到8.5万km（其中干线输气管网超过

3.5万km），横跨东西、纵贯南北。其中骨干管线为

“西气东输”系统、陕京线系统和“川气东送”系

统，主要联络管线为冀宁线、兰银线和淮武线。同

时，川渝、华北、长三角和东北已各自形成区域天然

气管网。此外，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天然气管道以

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组成我国三大天然气管道进口

通道，与国际天然气管线进行互通[7]。LNG方面，我国

已运营中小型LNG工厂总生产能力达到每年180万t，

已建成LNG接收站11座，在建和规划建设的LNG接收

站共计18座，这些LNG接收站全部沿海分布，方便进

口海外LNG资源。预计2020年，我国将建成天然气干线

管网5万km，国内LNG生产能力将突破每年1 000万t，

LNG进口量将达到5 000万t（约合700亿m3）。

图7  全球各区域天然气市场价格走势[1]

3.2  消费现状

   

由图8可以看出，2004年开始，我国天然气消费

量和进口量大幅上升，消费增速保持在很高的水平。

2014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为1 855亿m3，位列世界

第3，消费量增速8.6%。自2006年开始，我国天然气

消耗量大于天然气产量，大量海外天然气资源得以

进入我国天然气市场，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2014年

进口量为584亿m3（图9），其中，管道气进口总量为

313亿m3，主要来源国为土库曼斯坦、缅甸和乌兹别

克斯坦；LNG进口总量为271亿m3，主要来源国为卡

塔尔、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国家。我国天然气对外依

存度已超过30%。

3.3  能源结构与消费结构

2014年，我国天然气市场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由

图10可以看出，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

有所提高，由2004年的2.5%提高至2014年的5.6%。

图8  中国天然气消费量、进口量和增速变化[1]

图9  2014年中国进口天然气来源分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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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划，2020年，天然气的占比将会达到12.6%。

应当指出的是，煤炭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动，我国能源

消费结构转型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天然气主要作为城市燃气、工业燃料和发电燃

气进行利用，我国天然气消费结构正在向城市燃气型

转变。如图11所示，近20年来，我国天然气消费结构

中，工业用气的占比大幅下降，城市燃气的占比大

幅上升，分别由2000年的65%和19%变化至2013年的

41%和41%，天然气消费结构日趋合理。

4      小结

本文对天然气资源的应用背景、天然气输运手段

的发展情况以及世界天然气市场现状进行简单分析。

此外，本文还对我国天然气应用现状进行总结。基于

图10  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8][9]

图11  中国天然气消费结构变化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资源分布不均和区域性的供需分离促进区

域天然气市场的形成，跨国天然气输运管道和LNG输

运为天然气国际贸易提供了途径，国际天然气市场的

稳定性会受到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2）目前，天然气在全球范围内保持供需平

衡，管道气的占比逐年下降，LNG的占比逐年上升，

三大区域性天然气市场——北美地区、欧洲地区和亚

太地区，近年来气价差异缩小，呈现出融合趋势；

（3）我国天然气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天然

气输运设施得到大力建设，天然气消费量、进口量逐

年增长，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逐

年上升，天然气消费结构日趋合理，预计我国天然气

市场的快速发展期将持续至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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