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海外 LNG 发展战略与对策浅析 

引言 

  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快速发展海外天然气引进合作项目，并且取得了突

出的成绩和效果。 

  海外天然气引进主要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LNG）两种渠道，管道

气虽然输送量大，但建设成本非常高，而且受地缘条件限制。相比而言 LNG生产

和运输成本较低，方灵活多变。 

    因此 LNG交易在天然气贸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尤其在亚太地区，LNG贸

易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LNG对大多数国家的天然气安全供应政策来说正在发挥

重要的作用，而天然气压缩方式以及与其他发电燃料的竞争将影响整个国家的天

然气战略。 

  1、全球 LNG 市场现状与变化趋势 

  1.1 LNG 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 

  1）LNG原料成本。 

  不同地区生产的天然气，其原料成本各不相同。比如俄罗斯西西伯利亚等地

区，每新增 1百万 Btu的天然气产量只需 5美分成本，而最贵地区澳大利亚西部

海上以及俄罗斯库页岛等地区，成本在 100 美分左右。 

  2）LNG厂建设成本。 

  LNG 生产成本与气源成本相关，地域不同则气源成本差别很大。1986-2006

年，由于新技术的应用使 LNG总成本连续下降。但近年来，由于原材料价格和人

工费用的成倍上涨，LNG厂建设成本呈快速上升趋势。 



                          

 

 

    根据美国 IHS 公司研究结果，在全球各个 LNG供给体中，阿联酋阿布扎比 

LNG生产的各项边际成本最低，澳大利亚则最高。 

  3）LNG销售价格。 

  LNG 销售价格主要有 3方面因素决定：一是以原油价格作参考，如日本、韩

国；二是以石油产品（低硫残渣原料油）价格做参考，如欧洲；三是天燃气销售

同价自成体系，以美国为代表。 

  最近五年，中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 LNG价格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中

印度 LNG 价格的增长幅度最大，而韩国 LNG 价格则表现相对平稳。 

  1.2 LNG市场的新变化 

  由于世界天然气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 LNG供给与需求的差异性，导致 LNG

形成了三大区域性市场和三种区域性销售价格。目前国际 LNG 市场供需基本平

衡，亚洲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也是最具潜力的 LNG消费市场，我国天然气需求量

以年均高于 8%的速度递增，LNG进口量将会不断攀升。我国推动天然气定价机制

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与国际天然气市场价格接轨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在 LNG供给和消费方面所起

作用越来越大，从而使全球 LNG价格与市场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变化： 

  ①区域间 LNG 贸易额呈上升趋势。 

  中东和非洲发展中国家 LNG 产量增长迅速，其 LNG 产量已达全球总产量的

70%，打破了原有 LNG供给格局，将区域内交易逐步扩大至跨区域的全球性交易。 

  ②LNG 交易由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 



                          

 

 

由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LNG需求量的快速增长，导致全球 LNG供需矛

盾加剧，供不应求现象普遍，从而使全球 LNG市场从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LNG

销售价格也随之节节攀升。 

  ③短期合同和现货交易比重加大。 

  LNG 现货交易占全球 LNG 交易总量的比重在 1990 年之前为零，2002 年增长

为 8%。预计不久的将来，短期及现货交易量将达到世界 LNG贸易总量的 20%。 

  ④LNG 价格与市场全球化呼声高涨。 

  随着过去几年 LNG贸易量的快速增长，以及 LNG船运和再气化能力的持续增

强，无论是 LNG供给国还是消费国都希望 LNG贸易有一个统一的价格，类似于原

油销售价格，也希望 LNG市场能够实现全球化。 

  1.3 LNG供需关系的改变趋势 

  美国《世界石油》杂志对全球 2020年前 LNG供需研究结果显示，2009-2012

年 LNG供过于求，2013-2020年则表现为供不应求。2013年起供应量缺口逐年扩

大，预测 2020年则增加至 1.2×108t。 

  世界在建的最大 LNG项目位于卡塔尔，其次为俄罗斯萨哈林 LNG项目，其他

项目还包括印尼、也门、澳大利亚、挪威、尼日尼亚和赤道几内亚的 LNG项目。

潜在大型 LNG项目主要分布在中东地区和尼日利亚、俄罗斯、澳大利亚和伊朗等

国。 

  目前，卡塔尔是 LNG市场最大供应商，未来随着俄罗斯和伊朗 LNG项目的建

设完成，卡塔尔、伊朗和俄罗斯将成为全球 LNG 市场的 3 支重要力量，2020 年

上述三者 LNG供应量将占全球市场供应总量的 35%左右。 

   



                          

 

 

1.4 LNG价格走势 

据预测，2020 年之前亚洲的 LNG价格将高于美国的 HH和英国的 NBP价格。

长期来看由于 LNG 供给仍趋紧张，因此 LNG 中长期合同价格仍将以油价为参考指

标，现货与短期（少于 3年）的 LNG价格会有明显波动。 

   在亚洲地区，LNG价格变化趋势为： 

  ①因需求强劲仍然会使价格攀上新高，②短期内新 LNG 厂产量不能满足需

求，故原本靠近北美和欧洲市场的 LNG将会继续以现货形式分流到售价更高的亚

洲市场；③LNG 价格将由 HH 等全球价格指数确定；④市场波动将给具有接收终

端的国家带来贸易受益的机会。 

  尽管统一气价和市场全球化的呼声很高，但是实现 LNG市场与价格全球化需

首先具备很多基础条件，其中建立单一价格是最为复杂和最难实现的事情。目前

LNG贸易还是以区域贸易为主，实现全球价格与市场一体化还为时尚早。 

  但 LNG贸易量的增长必将导致 3个区域市场逐步实现一体化，进而使区域价

格趋同，特别是像卡塔尔这样 LNG供给大国的跨区域贸易会使 3 大区域相连。预

测美国的 HH 定价法则将成为今后的主体定价机制，进而起到全球 LNG 贸易底价

的作用。 

  2、主要 LNG 产地对中国供给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很早就开始实行 LNG海外发展战略，主要合作项目分布在伊朗、卡塔尔、

也门、印尼、澳大利亚、俄罗斯萨哈林地区和北非等国家和地区。以中国石油为

代表的国内 3大石油公司，形成了以上游资源为着眼点，以可生产 LNG的大型开

发项目为目标的海外天然气发展战略格局。 



                          

 

 

多气源供气是我国用气安全的重要保障，进口 LNG 已成为多气源供气中的

主力气源并在天然气市场调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研究全球主要的 LNG生产

国的资源情况、合同模式和市场走势等，对重点国家及地区的投资环境和风险因

素分别进行评估和筛选。 

   2.1 伊朗 

  伊朗气田储量总体动用率很低，基本都小于 10%。伊朗对中国出口将来只能

采取 LNG 方式进行，中伊朗盆地、阿拉伯盆地和扎格罗斯盆地气田可通过短管线

将天然气输送到波斯湾沿岸的 LNG加工厂，然后再用轮船运至中国。伊朗缺乏大

规模开采投资和建设 LNG加工厂的技术。 

  自 1989年开始，以“产品偿还”（BUYBACK，又称“回购合同”）方式进行

国际交易已成为伊朗经济的一大特点，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尤其如此。政治因素是

影响伊朗油气产量和 LNG加工能力的重要因素，由于美国和伊朗关系紧张，美国

对中国在伊朗的投资百般阻挠。 

  因此，维持美国和伊朗关系不恶化是将来中国政府需要斡旋的一个工作重

点，以保护中国的石油公司在伊朗的利益和国家能源安全。 

  2.2 卡塔尔 

  卡塔尔的天然气资源极为丰富，正在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在 LNG供应方

面，卡塔尔还涉足再气化终端设施和其他下游资产。就目前产量和储量数据来看，

只要资金和技术能够保证，上产的空间巨大。目前，卡塔尔天然气合作的主要合

同类型为 PSC（产品分成），合同主要财税条款包括贡金、成本回收上限和利润

分成。 

  西方石油公司在卡塔尔经营时间较长，卡塔尔政府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也



                          

 

 

比较密切，这就使我国石油公司进入难度进一步加大。只有政府出面推动，才可

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还要同亚洲传统 LNG 进口大户印度、韩国和日本展开竞争。 

如果卡塔尔国内全面启动天然气制油（GTL）及石化项目，其天然气产量能

否保证供应也存在疑问，出口的不确定因素也将增大。同时，波斯湾国家间政治 

问题也有可能使项目计划发生延迟。 

  2.3 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是对外开放历史较长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勘探和开发区块的招

投标活动十分活跃，又濒临我国东南沿海经济高速发展带，具有运输便利、互补

性强的显著特点，为我国石油公司进入亚太区，开拓油气勘探开发新领域提供了

十分有利的条件。积极参与和开拓亚太地区的油气合作项目和引进 LNG资源，对

于确保我国的油气供应和能源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以市场换资源，参与正在建设的 LNG 项目是获得亚太天然气资源的主要战

略。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亚太地区几个最重要的 LNG出口国。

其中印尼和缅甸最常见的合同类型为 PSC。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印尼的财税条款有

些区别，为鼓励外国公司投资巴新油气项目，该国石油法规政策相对比较优惠，

其矿税制合同下合同方税后所得高于印尼 PSC合同所得。 

  澳大利亚大陆架海域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是今后业务拓展的重要领域。目

前澳大利亚国内实行四套油气相关的财税制度，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的项目区

块。日本仍是世界最大的 LNG进口国，福岛事故后对 LNG的需求持续创下新高，

而韩国去年创下世界最大的 LNG进口增量，这也是核电停产的结果。 



                          

 

 

  2.4 北非地区 

  近几十年来，阿尔及利亚一直通过管道和 LNG 项目向毗邻的南欧供应天然

气，并通过与跨国石油公司合作来保证其资本投资。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的

政策走向是在与跨国公司合作的项目中努力扩大其所占股份，争取天然气在市场

上能够高价出售，这一政策致使该国的一些用户寻求天然气的多元供应，从而可

能影响其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 

  不过从中长期来看，阿尔及利亚将通过新管道、LNG和 GTL 项目增强天然气

出口能力。阿尔及利亚主要实行 PSC和矿税两种合同模式。 

  利比亚国有石油公司近期在勘探、开采投资技术方面奉行加强与跨国公司合

作的方针，由于邻近南欧，所以与阿尔及利亚采取相似的政策，不过天然气储量

仍是一个制约因素。 

  2.5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天然气资源丰富，国内消费量不大，尽管 LNG发展很快，但出口量

仍十分有限。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十分关注 LNG项目，并与跨国公司实行 PSC

合同开发海洋和陆上资源，由跨国公司承担风险，目前双方合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但尼日利亚政局不稳，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工会和社区武装组织十分活跃，

罢工和非法占据油气田设施的事件时有发生，经营环境比以前更为恶化，在该国

投资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能力。尼日利亚主要合同类型有矿税和 PSC两种

模式，目前以 PSC 居多。 

  2.6 俄罗斯和里海地区 

  俄罗斯天然气储量极其丰富，其天然气通过管道多点进入欧洲。俄罗斯控制

里海国家的天然气出口，限制天然气供应竞争者进入西欧市场，以 LNG项目涉足

新市场，在东西伯利亚建造通往中国的输气管道。 



                          

 

 

  俄罗斯国内气价低、消费量大，会导致产销比下降。同时还面临主要基础项

目投资能否及时到位等问题，一些大用户也对俄国的政治走向持有疑虑。我国与

俄罗斯开展 LNG合作，与国家层面的政治活动有很大关系。 

里海地区各国有储量潜力，今后几年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但俄

罗斯对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出口的政治影响不可小视，

且反对任何试图绕开俄罗斯的作法。由于里海地区国家地理闭塞，无法直接参与 

LNG供应链，但可以通过管道向欧洲、中国和俄罗斯供气。 

  2.7 加拿大和挪威 

  加拿大二十多年来一直是美国主要天然气进口国，由于传统老产气区储量下

降，国内天然气需求增加（包括用于沥青砂开发），因而不大可能进一步增加天

然气出口。加拿大希望确保成为美国长期供应源的地位，长期方针将是平衡国内

需求和对美国的出口。随着页岩气进入大规模开采阶段，美国从加拿大进口天然

气的兴趣大减。加拿大西部的能源规划也因此改变，将 LNG出口到大洋彼岸的亚

洲便成了加拿大的最佳选择。 

  挪威部分国有石油公司拥有充足的天然气储量，并进行项目融资，有效地控

制着天然气供应链的开发节奏。挪威石油公司与俄天然气工业公司合作开发巴伦

支海资源，将对全球天然气供应产生深远影响，但双方的长期合作迄今尚未形成。 

  2.8 其他国家 



                          

 

 

  中东的沙特天然气策略是不出口，重点是用于国内能源项目以及天然气化

工。直到最近，沙特仍没有天然气出口或发展 LNG的意图。阿曼探明天然气储量

有限，国家石油开发公司将集中力量加强勘探，寻找更多储量，保证和扩大现有

LNG生产能力。 

  特林尼达和多巴哥坚持快速发展 LNG 工业，使之成为美国最大的天然气出口

供应国。但后备储量不足，能否支持 LNG 进一步发展还是问题。波利维亚国有化

政策限制外资进入，影响到扩大天然气出口项目。 

  墨西哥由于坚持封闭政策，目前仍是天然气净进口国。如果能吸引投资和技

术开发墨西哥湾资源，将有望成为天然气出口国。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与巴西国

家石油公司的战略技术合作，以及与挪威石油公司的合作，也许会带来策略上的

变化。 

  巴西、智利、波兰、泰国正计划建造再气化战略终端，以提高天然气供应安

全和实现气源的多元化。南美的 LNG进口策略将降低仅依靠有限管道天然气的政

治和经济风险。 

  3、结论 

  1）海外天然气资源不仅是国内资源的有效补充，同时也是对国内资源的保

护。因此在空间和时间上科学配置两种资源需要发挥政府的重要调节职能。LNG

引进上要求大公司到国外拿大单，鼓励民营企业到国外拿小合同，由地方分销公

司统一运营和协调，解决 LNG调峰和储备问题。 

  2）价格是引进海外 LNG 战略部署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国不会接受以太高

的价格去购买大量的 LNG。中国应适时放开 LNG进口权管制，并针对进口 LNG优

先开放管网，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应对市场变化。 



                          

 

 

  3）我国 LNG 重点资源引进国家为伊朗和卡塔尔。进口伊朗天然气较为理想

的做法是在伊朗建立 LNG 加工厂，直接将中国投资的天然气田产品进行加工液

化，同时不断加强 LNG液化方面的技术储备。引进卡塔尔 LNG，则需要针对我国

与各个 LNG消费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制定相应的对策，并根据 LNG价格和国内

消费量进行及时调整。 

  （作者：张长宝、罗东坤，魏春光等，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 原载《天然气技术与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