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天然气产量

1087.2亿立方米，同比增长9.1%，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1.1个百分点；

进口4838万吨，增长22.3%，加快

6.4个百分点。国家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冬季，“煤改气”新增

需求将集中释放，部分地区峰谷差

将进一步拉大，天然气供需形势较

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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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

1 月~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42.4万辆和39.8万辆。截至去年年底，

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100万

辆。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预测，到

2020年，国内动力电池报废量将超过

24.8万吨，大约是2016年报废量的20

倍。如果不能把这些报废的电池回收做

无害化处理，将给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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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旺盛 政企携手保供天然气
国家发改委已经在增加资源供给、提升调峰能力、推动管网联动、完善应急保障

预案等方面做了计划，进一步加大储气库的储气力度

离 告 别“ 气 短 ”的 日 子 还 有 多 远

为提升冬季天然气市场供应能力，中国石化今冬明春将供应天然气151亿立方米，同比增幅13.1%，其中川渝地区

供应川气东送管网59亿方，华北地区的大牛地气田和山东LNG供应华北管网40亿方。图为中国石化涪陵页岩气田

钻井平台。(资料图片) （中国石化新闻处供图）

□ 本报记者 张 宇

□ 实习记者 张莎莎

11月17日，呼啸的北风在京城

持续数小时肆虐着，风力达到五六

级，最低气温接近零下5℃。突如其

来的寒冷让街上的行人有些措手不

及，但好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从11月

15日已正式全面供暖。根据国家发

改委的供需预测,由于煤改气新增需

求集中释放、居民和工业用气需求回

升等因素，今年供暖季城市燃气消费

量较去年将有明显增长。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1

月15日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

实施清洁采暖，预计在今年的供暖

季，天然气的消费需求会呈现出旺盛

态势。

事实上，前三季度中国天然气市

场就呈现“供需两旺”态势。记者从

国家统计局获悉，今年前三季度我国

天然气产量1087.2亿立方米，同比

增长9.1%，增速比上半年加快1.1个

百 分 点 ；进 口 4838 万 吨 ，增 长

22.3%，加快6.4个百分点。国家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冬季，“煤

改气”新增需求将集中释放，部分地

区峰谷差将进一步拉大，天然气供需

形势较为严峻。

天然气供应“压非保民”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随着

“煤改气”的加速推进，特别是《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2018年秋冬

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的落实，天然气需求出现“爆发式”增

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

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认为，今

年供暖季天然气消费量可能会达到

1000亿立方，同比增幅15%左右。

来自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石油”）的数据显示，

今年冬季中石油市场范围内天然气

有效需求将达到800多亿方，同比增

长11.7%。而在资源供应方面，中国

石油可筹措的资源与需求相比还存

在较大缺口。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石化”）方面则表示，今冬明

春将供应天然气151亿立方米，同比

增幅13.1%，其中川渝地区供应川气

东送管网59亿方，华北地区的大牛

地气田和山东LNG供应华北管网

40亿方。

郭焦锋分析称，国内天然气生

产并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消费需

求，可能会造成局部地区阶段性天

然气供不应求，需要加大进口管道

气 或 液 化 天 然 气（英 文 简 称

“LNG”）。其实早在入冬前，中国石

油就已经加强与中亚管道上游资源

国的沟通协调力度，组织哈萨克斯

坦一年期购销协议执行，确保合同

气量按期足量交付和中亚资源供应

量增加。同时，加大LNG现货资源

采购，补足缺口，确保LNG接收站

应急调峰能力最大化。

油气公司为天然气保供所做的

努力，是否能够应对天然气需求“爆

发式”增长？记者从华润燃气邯郸公

司相关负责人那里了解到，目前邯郸

的供暖用气比较充足，但“压非保民”

使部分非居民用气量被压减，下游企

业天然气供应出现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占国内消费总量

80%以上的非居民用气价格由市场

主导形成（其中，50%以上完全由市

场形成，30%左右实行“上浮20%、下

浮不限”的弹性机制），因此，从整体

上看，天然气价格肯定会受到市场供

求关系影响。供不应求的天然气市

场将会引起天然气价格的上涨。

LNG价格明显上涨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天然气主

要有四种来源：国产陆上气、国产海

上气、进口LNG和进口管道气，它们

的定价模式各不相同。其中，国产陆

上气具体门站价格以基准门站价为

基础，在上浮20%、下浮不限的范围

内协商确定。国产海上气和进口

LNG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价格

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进口管道气

主要采用双边垄断定价模式，通过两

国政府谈判确定，进口后纳入国产陆

上气体系，一并定价销售。

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研

究员刘满平分析，随着用气高峰的来

临，“煤改气”政策的落实，天然气消

费需求以超过20%以上的速度增长，

天然气价格必然会上涨。其中，完全

市场化的LNG市场表现尤为明显。

刘满平的分析很快得到印证，

11月初，中国石油将陕西、内蒙古

LNG工厂的天然气价格上调至1.88

元/立方米。这已经是今年 9月以

来，中国石油第二次上调LNG天然

气价格。此前在中国石油开展的10

月管道气竞价交易中，陕西、内蒙古

LNG工厂作为试点，要求企业用气

量全部都要在交易中心竞价完成，但

竞价交易并未如预期顺利，后续中国

石油将供应价格从1.34元/立方米上

调至1.61元/立方米。

整体偏高的竞价交易价格也反

映了目前国内天然气供应紧张的态

势。刘满平说，在国家出台的支持天

然气利用的诸多政策中，一直都在提

倡减少中间交易环节，鼓励用气企业

与上游供气企业直接交易，降低中间

环节成本，从而降低终端销售价格，

以扩大天然气利用。而目前我国天

然气交易平台还难以真正实现“多

卖”的要求，所以现在竞价还处于价

格发现的初级阶段，更有利于卖

方。但与无交易平台相比，至少能

让价格动起来，更加贴近市场实际

供求，而且还会给买方增加与更多

卖家议价的机会。

需要强调的是，居民用气价格并

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卓创资讯天然

气高级分析师刘广彬表示，居民用气

价格一直实行政府定价，并且按照低

于运营成本的方式定价，亏损的部分

由企业补贴。甚至为了推行“煤改

气”，保障农村供暖，在农村地区实行

低度气价的同时，每方气还会给予相

应的补贴。

产运销安全稳定

面对今年严峻的天然气供需形

势，国家发改委已经会同有关方面提

前对天然气的迎峰度冬工作做了准

备。据孟玮介绍，国家发改委已经

在增加资源供给、提升调峰能力、推

动管网联动、完善应急保障预案等

方面做了计划，进一步加大储气库

的储气力度。

郭焦锋强调，我国还没有天然

气战略储备，但是上游供气企业设

有储气库和LNG接收站，主要用于

调峰。今年中国石油就在保供措施

中强调，要强化储运设施建设与管

理，进一步优化冬季期间天然气管

网、地下储气库和LNG接收站运行

方案，确保入冬前高管存、高罐位、

高库存。

除此之外，中国石油还提出，要

进一步优化国内油气田运行，科学组

织气田满负荷生产，同时增加进口，

补足短缺；严格合同管理，对于超出

供气合同的增量需求，引导非居民用

户通过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等

市场化方式获取资源；保障华北地区

资源供应，针对京津冀等北方6省市

加快推进“煤改气”的用气特点，控制

城市燃气下游工业用户用气量，优先

保障居民生活用气；提前制定应急保

供预案，按照保障民生用气要求。

中国石化同样也采取了多项措

施，提升冬季天然气市场供应能力。

其中包括确保上游气田满负荷生产、

LNG接收站满档期接船；加紧推进

川气东送武汉增压站、涪陵、平桥页

岩气产能建设等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与兄弟企业协调，加快管道互联互

通；统筹安排编制今冬明春产销平衡

方案、气田与长输管网应急预案，确

保产运销安全稳定。

□ 肖 琳

不知不觉间，又到了供暖季。

陕西省西安市政集中供热的小区原

本应该正式供暖且温度达标了，可

今年却一度出现了意外。由于上游

供气不足，影响到各热力公司的天

然气锅炉正常运行，数百个小区到

11月14日晚还没有热起来。不过在

省市各方的努力和协调下，天然气

供气情况有所缓解和恢复，11 月 15

日零时起西安市锅炉启动供热，供

暖也将逐步正常。

近年来，每到供暖季，我国北方

一些地区就会出现用气紧张的情

况，而且形势越来越严峻，尤其是每

年年底到次年1月，随着天气进入一

年最冷的时段，人们早已习惯了供

气紧张这一现象。可是，即便每年

冬天都会“气短”甚至“气荒”，但今

年却来得比往年都早了些，这多多

少少让人有些猝不及防。

事实上，11月15日是每年正常启

动供热雷打不动的日子，除非有天气

剧烈变化的因素而会相应提前。换句

话说，每个供暖季一结束，就意味着下

一个供暖季的开始，供热部门即着手

为当年11月15日启动供热开始做好

一切必要的准备，包括设备管道维护

检修、原料储备等。然而，启动供热的

时间已近在眼前，才发现万事俱备，只

欠天然气！这恐怕说明供热准备工作

还不够细致周密，上下游各个环节的

衔接协调还不是很及时充分。以往，

即便是最冷的时候出现天然气供应紧

张，也往往会强调“民生优先”，可是供

暖季开始第一天就“气短”，这还是不

应该出现的意外情况。

往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冬季供

热一直都是事关百姓冷暖的民生大

事，办法总是比困难多，每一次“气

短”最终都比较顺利地协调解决了，

总体上说，“气短”都是暂时的。

但从长远计，用气紧张造成的“气

短”现象需要有根本性的破解方案。

所以，面对比往年来得更早的“气短”

现象，我们不免要问问：告别“气短”

“气荒”的日子还有多远？

成品油价年内第十次上调
本报讯 11月 16日下午，国家发

改委发布通知，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

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自2017年11月16日24时起，国内

汽、柴油价格（标准品，下同）每吨分别

提高265元和250元。

本轮油价上调是 2017 年以来第

10次上调，上调政策落地后，今年以来

的调价格局将改写为“十涨六跌六搁

浅”。在幅度方面，涨跌互抵后，汽油累

计上调365元/吨，折合升价92#汽油为

0.29元；柴油累计上调350元/吨，折合

升价0#柴油为0.29元。

另据卓创资讯统计，自 7 月份以

来，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共已经历了

10次调整，除4次搁浅外，其余6次全

部为上调。汽、柴油零售限价累计上调

分别达到970元/吨和930元/吨。

“多方利好齐发，国内成品油行情

涨势汹汹。”金联创分析师刘霞分析，本

轮涨势最早始于7月份，可谓走出了年

内最好的一波行情。究其原因：其一，

原油期价震荡上扬，零售价上调预期贯

穿，消息面利好支撑；其二，北方炼厂柴

油转产负号加之油品质量升级，造成部

分地区柴油资源收紧；再者，柴油处于

年内消费旺季，且今年中国经济发展呈

上升态势，建筑、工矿等行业发展向好，

促进柴油需求回暖。

对于消费者来说，与年中相比较，

用油成本大幅增加。以一辆油箱容量

50L的家用汽车为例，加满一箱92#汽

油将多花10.5元。从油耗方面来计算，

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10L

的小型私家车来计算，到下次调价窗口

开启之前，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增加21

元左右；物流行业柴油车用油成本增加

较为明显，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

油耗在38L的斯太尔重型卡车来计算，

燃油成本将增加约400元左右。

（杨 迪）

本报讯 11月 16日，国土资源部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天然气水合物（俗

称“可燃冰”）列为新矿种，成为我国第

173个矿种。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司长鞠

建华介绍说，天然气水合物是高效清洁

的新型战略能源，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其

未来的开发利用前景。近年来，天然气

水合物资源勘查与试采工作取得了重要

进展，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前

景光明。

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昆表示，

“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只是万里长征

迈出的关键一步，实现产业化仍然面临

着提高产量、降低成本、保护环境等诸多

挑战。”中国地质调查局将以此为契机，

依靠科技进步、保护海洋生态，加快推进

天然气水合物产业化进程，在资源勘查、

技术装备研发、环境保护、先导试验区建

设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高 伟）

可燃冰成我国第173个矿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