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天然气消费爆发式增长 煤改气效果渐显现 

从过去两年年均 6%左右的增速，到今年上半年超过 15%的高速增长，我国天

然气消费实现华丽转身。专家认为，随着环保意识提升，煤改气、天然气分布式

利用等应用不断深入，我国天然气消费正加速步入广阔蓝海。 

天然气消费呈现爆发式增长 

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势必导致能源需求的继续扩大。在此背景下，天然气作

为一种高效、低碳的能源，将是解决中国能源问题最合适的选择。 

作为低碳能源，与煤、油等化石能源相比，天然气更加清洁高效；与可再生

能源相比，天然气作为能源供应更加稳定，模式更加成熟。“十二五”期间，我

国天然气消费年均增速为 12.4%。天然气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年产量跃居世界

第六位，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由 3%提升至 6%。预计到“十三五”末，天

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提升至 8.3%到 10%。 

可是在过去两年间，我国天然气消费市场发展遭遇波折。受到低油价、低煤

价等替代效应冲击，2015年，我国天然气消费增速一度跌至十年低点，同比增

长 5.7%，2016年同比增长 6.6%。 

今年以来，我国天然气消费呈现爆发式增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新发

布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 114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5.2%。 

政策的发布也对未来天然气的使用创造了条件。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日前对

外公布《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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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明确，逐步将天然气培育成为我国现代清洁能源体系的主体能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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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储气

库形成有效工作气量 148亿立方米。 

同时将深入推进天然气体制改革，着力破解影响天然气产业健康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发挥市场在天然气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序放开竞争性环节，

鼓励各类资本进入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和利用领域，加快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

化。 

将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业和民用“煤改气”、天然气调峰发电、天然

气分布式、天然气车船作为重点。重视天然气产业链上中下游协调，构建从气田

开发、国际贸易、接收站接转、管道输配、储气调峰、现期货交易到终端利用各

环节协调发展产业链，以市场化手段为主，做好供需平衡和调峰应急。各环节均

要努力降低成本，确保终端用户获得实惠，增强天然气竞争力。 

“煤改气”效果逐渐显现 

专家认为，今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高速增长，一方面得益于经济形势稳中向好，

另一方面说明各地“煤改气”效果逐渐显现。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副总经理付少华说，经济增长对整体天然气供需形

势的影响是首位的。今年以来，经济平稳回升带动用气需求整体回升。同时，国

家调控煤电政策落地，部分地区发电用气需求加快增长。另外，社会环保意识不

断提升使得低碳清洁的天然气应用更加广泛。 

为加快大气污染治理，近年来我国多地大力推进煤改气项目。“气代煤的项

目正在全国大面积铺开，已经落实的项目正在发挥作用。”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刘

毅军说，煤改气项目从启动实施到落地需要一段时间周期，如今效果已初步显现。

受煤改气需求推动，今年以来，河北天然气需求同比增长超过 20%。 

天然气需求大幅升温，销售企业感受贴切。我国东部地区一直是天然气需求



 

高地。中石油天然气销售东部公司市场区域覆盖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上海、

浙江等地五省一市，市场占有率约 65.4%，天然气年销量在中石油占比超过 1/4。

今年上半年，中石油天然气销售东部公司累计销售天然气 198.65亿立方米，同

比增加 20.4%，完成了全年销售目标的 56.3%。 

中石油天然气销售东部公司副总经理王多宏说，今年以来，公司积极配合地

方推进煤改气项目，并积极推动大用户直供气项目。上半年江苏地区直供电厂天

然气用气量同比增加 5.35亿立方米，增幅达 62.6%；热电厂天然气用量同比增

加 6.06亿立方米，增幅达 39.3%。 

目前，我国天然气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大约 7%，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按照发展目标，到 202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力争达到 10%左

右，到 2030年，力争提高到 15%左右。 

近年来，我国节能和能效技术不断进步，天然气利用效率大幅提升。依靠传

统方式，天然气综合利用率仅有 35%，上海迪士尼乐园和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使用

的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联供系统，可将天然气综合利用效率分别提高至 85.9%和

88.42%。 

“随着各种创新型应用模式涌现，天然气消费的春天已经到来。”王多宏说，

煤改气、天然气发电和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联供等应用模式不断深入，将推动我

国天然气消费市场进一步升级。公司市场覆盖范围内的“五省一市”提出天然气

发展规划，2020年天然气消费总量将达到 1110亿立方米，比 2016年增长 114%，

可见未来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确立天然气价格改革方向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五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增长 90%来自

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占到 40%。“目前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仅为

7%左右，有的地方甚至不足 2%至 3%。数据显示，中国天然气市场空间还很大。”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 

从经济性角度考虑，我国天然气价格依然偏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经济系主任尹海涛说，天然气消费长期稳定的增长仍需要价格信号来引导。随着

未来我国碳排放交易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燃煤、燃油的环保成本将大幅提升，清

洁的天然气将更有市场。 

在专家看来，推动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是实现中国天然气行业健康发

展的助推器。 

自 2016年 8月以来，一系列涉及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先后出台，主要

围绕着价格改革和机制改革两大核心。《关于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提出，通

过推进试点、示范先行，有序支持重庆、江苏、上海、河北等省市开展天然气机

制改革试点。 

相比机制改革，价格改革利益链条更简单，紧迫性也更突出。从近年的情况

看，市场需要灵活的定价机制，且部分企业已开始根据供需关系实施差别化定价。

《关于推进化肥用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给予了市场在天然气价格机制中的

决策地位。该文件要求，化肥用气价格自 2016年 11月 10日起全面放开，由供

需双方协商确定。同时鼓励化肥用气进入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等交易平台，通过

市场交易形成价格，实现价格公开透明。对此，行业专家称，全面放开化肥用气

价格是天然气价格改革的重要举措，意味着向市场化目标再迈进了一步。 

中石油天然气销售东部公司目前正积极介入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贸易，

培育用户线上交易习惯，增强公司在交易市场内的影响力，助推天然气价格市场

化趋势。公司计划全年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交易天然气 60亿立方米，上

半年交易 30.31亿立方米，完成比例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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