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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导读 

根据我们测算，在 2017年 113亿方缺口的基础上，2018年采

暖季天然气供需缺口将继续拉大 22 亿方，今年天然气供需形势依

然严峻。 

 

点评 

1、天然气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供需缺口严重 

《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以提高天然气在一次

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为发展目标，大力发展天然气产业，逐步把

天然气培育成主体能源之一，构建结构合理、供需协调、安全可靠

的现代天然气产业体系。2020 年国内天然气综合保供能力达到

3600 亿立方米以上，2020 年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力争达到

10%。 

 

伴随着煤改气政策的推进，我国天然气消费量的快速增长，随

之供需缺口日益扩大，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我国天然气消费总量

2373 亿方,同比增加 315 亿方,同比增长 15.3%;全年我国天然气生

产量 1487亿方,同比增长 8.54%，对外依存度高达 38.8%。 

 

图表 1：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近 4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采暖季缺口严重，LNG价格暴涨 

天然气消费需求爆发，而国产气和进口气跟不上需求增长，

2017 年冬季采暖季，全国各地均出现严重的气荒现象。为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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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取暖用气，工业用途的天然气，以及生产 LNG的液化工厂被迫

停产限产，对外销售的液厂逐渐减少，供应缺口越拉越大，LNG市

场价格大幅走高。华东地区 LNG市场价已从 9月初的 3500 元/吨上

涨至 10000元/吨。 

 

图表 2：华东 LNG 市场价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2、2018 年供需缺口会有多大 

首先需明确一个观点：天然气消费有淡旺季，淡季（4月 1日

-10 月 31 日）不存在供需缺口，反而 LNG 接收站的利用率还打不

满，但是进入到旺季（11月 1 日—3 月 31日，采暖季）时，供需

缺口开始出现，并在 12月底 1 月初缺口最大。 

 

2.1 需求量——预计采暖季消费量 1319亿方 

2017年 11月-18年 3月，天然气消费量 1147亿方，同比增长

19.5%；而今年以来，2018 年 1-7 月天然气消费量增长 17.8%，考

虑到采暖季工业限气，我们假设采暖季期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增长

15%，则对应 1319亿方。 

 

2.2 供给——预计采暖季供给量 1285亿方 

天然气的供给可分为：自产气、进口管道气和进口 LNG，根据

我们测算，2018年采暖季期间，我国天然气供给量约 1285 亿方： 

 

（1）自产气——预计采暖季产量 705.6亿方 

   我国国产天然气供应由常规气、非常规气组成，其中非常规气

主要是指煤层气、页岩气和煤制气。常规气经过数十年开发后进入

瓶颈期,产量后续增长潜力有限，而非常规气则刚刚起步，后续发

展潜力巨大，但短期也面临着开采难度大、成本高以及管网方面的

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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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18年 3月，我国天然气产量 659.4亿方，同比

增长 2.7%；而今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天然气开发的力度，2018 年

1-7月天然气产量增长 5.5%，我们假设采暖季期间三桶油加大上游

产气能力，天然气产量增长 7%，则预计采暖季期间我国天然气产

量为 705.6亿方。 

 

（2）进口管道气——预计采暖季进口 226.8亿方 

   由于我国天然气开发力度较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天然

气产量的增长相对缓慢，短期不能弥补缺口，那只能依赖大量进口

天然气。我国进口管道气主要有三条线：中亚、中缅和中俄管道线。 

 

1）中亚管道线：现已建成投产 3条并行的 A、B、C线，分别于 2009

年 12 月、2010年 10 月、2014 年 5 月投产；待建一条 D 线。A、B

线设计输气能力单线每年 150亿立方米，C线为每年 250亿立方米，

合计 550 亿立方。D线设计输量为每年 300亿立方米，但预计要到

十四五期间才能投产。 

 

2）中缅管道线：中缅管道设计年输气 120 亿立方米，但目前年输

送量不到 40 亿方，仅有设计能力的三分之一。一是因为主要沿线

城市的接收门站、配套管道还没建设齐全。二是因为缅甸的产量有

限，除本国自用外，大部分出口泰国，中缅管道能接入的气源有限。 

 

3）中俄管道线：最引人注目的中国进口天然气，但输送能力每年

380 亿立方米的中俄东线管道仍然在建，预计原定 2018 年底的投

产日期，已经被俄气推迟到 2019 年 12月 20日。2020年供气量约

100 亿立方米,此后每年增加供气量 50 亿立方米到 100 亿立方至

380亿方。 

中俄西线规划供应 300 亿立方米/年，谈判已被无限期推迟，原本

没有时间表。 

 

综上，2017-2019年，中国的陆上天然气来源，就是中亚管道的 550

亿方，再加中缅管道的几十亿方，实际有效供应能力不到 600亿方

/年，换算成采暖季五个月，理论供应上限不会超过 250 亿方（实

际上管道利用率不可能 100%）。 

 

2017年 11 月-18年 3月，我国管道气进口量 189亿方，同比增长

18%；而今年以来，2018年 1-7月管道气进口量 298.9亿方，同比

20.6%，我们假设采暖季期间管道气进口量增长延续 20%增速，则

预计采暖季期间我国进口管道气 226.8亿方，基本逼近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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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口 LNG——预计采暖季进口 352.5亿方 

   2017 年以来，随着广汇启东、中海油粤东 LNG接收站的陆续投

产，我国 LNG接收站接收能力达到 5165万吨/年。自气荒以来，我

国明显加大了 LNG接收站的建设和投产力度。 

根据我们的跟踪统计,截至 2017 年底,中国 LNG 接收站总接卸周转

能力达 5690万吨/年。而今年新增了中石化天津站（300万吨）、

新奥舟山站（300 万吨）、以及中海油深圳迭福站（400 万吨）三

个站，目前总周转能力约 6690万吨/年，约合 930亿方/年。 

 

2017 年 11 月-18 年 3 月，我国 LNG 进口量 2149 万吨，同比增长

51.9%，产能利用率达到 91.4%，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我们假设

今年采暖季期，各地接收站还处于去年那种超负荷运转状态，则预

计采暖季期间我国 LNG进口量可达 2528 万吨，约合 352.5 亿方，

同比增长 18%。 

 

图表 3：我国 LNG 接收站现状 

 
 

 
资料来源：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3、储气库——去年外输 74亿方，今年预计 86亿方 

由于天然气使用量在不同时间段存在差异，需要调峰设施及应

急系统对天然气进行调峰，保证用气高峰时的管道压力。储气设施

包括了地上储气罐、地下储气库、LNG储气调峰站等。目前中石油

的地下储气库仍是我国采暖季调峰最主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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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年，我国天然气储气库规模达到 100亿立方米，在 2017

年供暖季中，中国石油储气库采出调峰量 74.1亿立方米，而 2018

年中石油计划为地下储气库注气 86亿方，故我们认为，相较于 2017

年采暖季，今年的采暖季储气调峰能力可增加 86-74=12亿方。； 

 

4、供需缺口扩大 22亿方，气荒形势依然严峻 

根据上述测算，我们基本可推算出今年采暖季的天然气供需缺

口：需求量-供给量-新增储气库调峰量=1319-1285-12=22 亿方，

相较于 2017年，供需缺口进一步拉大，气荒形势依然严峻。 

 

根据三桶油的相关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天然气总缺口超过

113亿方，我们认为该缺口基本集中在采暖季期间，故按照我们的

推算，今冬采暖季天然气实际缺口为 113+22=135亿方。 

 

图表 4：2018 年采暖季（11 月 1 日-3 月 31 日）天然气缺口测算 

 

 

 

资料来源：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以上测算偏理想化，还有不确定因素值得关注： 

（1）气候的干扰 

气候的干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对需求量的干扰、对 LNG进口的干

扰。 

 

采暖季期间，天然气最主要的需求是供暖，天气越冷，采暖需求越

大，天然气消费量也随之提高。2017年冬季整体上算是个“暖冬”，

如果今年冬季平均气温低于 2017 年，或者局部时段遇到严寒天气，

对天然气需求势必要提高，对天然气供应保障也提出更高要求。 

 

此外，LNG 进口和分销也受到天气影响。LNG 船舶属于浅吃水、受

风面积大、尺度大、蒸汽轮机推进式船舶，船舶操作性能差。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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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海况是加大船舶进出港安全系数的重要前提。正常情况下，

LNG船舶限于白天和气候良好的情况下进出港，但如果发生大雾、

风雨、港口上冻等恶劣天气情况，将影响 LNG船舶的正常到港卸货。

另一方面，华北地区冬季多雾霾天气，道路上能见度低，多地高速

封路，国道拥堵异常，增加 LNG运输分销周期。 

 

（2）进口管道气具有不确定性： 

   今年 1月 31日中石油发出的《关于再次重申严格执行日指定计

划的通知》措辞严厉地指出“中亚来气持续欠气 2000 万立方米/

日，日均欠量达 3000 万立方米以上”。根据该通知的内容，当日

中亚来气由 1.2亿方进一步降至 0.7亿方，威胁到中石油管网的运

行安全。管道气进口的不稳定情况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管道天然气合同虽然有“照付不议”条款，即需求方不管是否

接受天然气，都要按照一定的最低量付费。不过，国际合同的履约

天然具有弱点，由于当事双方是主权国家，缺乏国际强制力，一旦

一方违约，另外一方缺乏强有力的手段去纠正对方的行为。而我们

的测算中对管道气进口假设了很高的执行标准，万一未能达到，将

产生更大的供需缺口。 

 

5、投资建议： 

在能源结构变革的背景下，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其消费需求

将长期保持快速增长，但“气荒”将现有的问题暴露无遗，也将倒

逼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对非常规气源以及天然气基建的重视和投

入，尤其是储气设施、LNG接收站扩建、天然气管网、非常规气开

发四个领域将是未来几年重点资本支出方向，建议重点关注在以上

领域业务布局较深的石化机械、中油工程、中集安瑞科、杰瑞股份；

同时天然气供需紧张有助于上游企业量价受益，重点关注新奥股

份、蓝焰控股。 

 

石化机械：公司为中国石化旗下唯一的油气技术装备研发、制造、

技术服务企业，是油气装备龙头企业，同时旗下沙市钢管厂为我国

天然气钢管龙头企业，受益天然气管网建设提速。 

 

中油工程：中石油旗下工程建设业务核心平台，中国大部分储气库、

天然气管道和部分 LNG接收站以及大型储罐等都由公司建设制造。 

 

中集安瑞科：天然气装备龙头，公司的 LNG运输车、LNG 罐式集装

箱、化工储运装备、天然气储罐等设备有望受益于 LNG贸易增长以

及天然气基建加码。 

 



 
行业点评报告 

P7 天然气供需形势严峻，今冬采暖季缺口或将继续扩大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守正 出奇 宁静 致远 

杰瑞股份：公司是我国油服装备行业龙头，压裂设备技术性能国际

领先，其钻完井设备业务将受益于国内页岩气开发提速。 

 

新奥股份：掌握海外资源，布局天然气全产业链。公司持有澳大利

亚领先的能源上市公司 Santos11.72%股份；集团舟山 LNG 接收站

项目已运营，同时公司煤制甲醇业务也将受益于天然气涨价。 

 

蓝焰控股：煤层气龙头，受益于山西大力发展煤层气产业，短期看

煤层气销售量提升，长期看资源量增长。 

 

风险提示：油气资本开支低于预期；油价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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