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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 

报告原因：点评报告 

 

山西能源综改 15 项重大举措：        首次覆盖 

政策连贯性强，省内燃气企业或继续受益行业发展        看好 

2019 年 9 月 25 日   行业研究/点评报告 

燃气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事件描述：  

➢ 9 月 23 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姜

四清、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张新伟向社会发布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15

项重大举措，包括：改革煤层气管理体制，促进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 

事件点评： 

➢ 用好三大政策赋权，落实政策目标。从重大举措中有关煤层气等非常

规天然气部分的表述来看，基本延续了 42 号文的提法，开展“三气”综合

开发试点也是 2017 年《山西省国土资源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中重大科技项

目的延续。整体来看，此次发布的煤层气相关重大举措延续了之前的政策和

行动计划，政策连贯性强，重点更多的是在“用好”。 

➢ 煤层气开发项目备案下放范围更大。2019 年内的重要变化在于“煤层

气开发项目（包括对外合作项目）备案权下放山西管理”，此前的 42 号文虽

然也提到了煤层气开发项目备案下放的问题，但仅限煤炭采矿权范围内的地

面煤层气开发项目。此次下放范围更大，有利于山西省更好地协调煤层气资

源的投资开发。 

➢ 山西省是煤层气资源大省，完善勘查开发制度意义重大，此次政策目

标符合行业发展阶段。2018 年，全国煤层气生产总量为 72.6 亿立方米，山

西省煤层气产量达到 56.3 亿立方米，占全国煤层气产量的 77.55%，是我国

重要的煤层气供应区域。综改试点 15 项重大举措提出“力争到 2022 年非常

规天然气产量达到 200 亿立方米的目标”。从之前的政策来看，国家能源局

和山西省政府都力争 2020 年煤层气的产量能够达到 200 亿立方米。相比之

下，该项目标并未给予行业更大的压力，反而更符合目前的勘查开采进度。 

➢ 加强管网建设，保障非常规气有效利用。煤层气、页岩气、致密气矿

区通常较为偏僻，管输能力仍然不足，产生的气量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制

约着企业的投资热情。姜主任在解读综改试点 15 项重大举措时表示“将加

快管网互联互通和储气能力建设”，“有效保障河北雄安新区在内的京津冀地

区等提供清洁能源供应”无疑将进一步捋顺“三气”开发、输送、利用的产

业链，有助于提高非常规气的利用比例，同时解决京津冀地区供暖季的燃气

供应问题。 

投资建议：我们认为，综改试点 15 项重大举措中有关煤层气的内容与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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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连贯性较强，未来更多的是关注政策的实施情况及现有项目的推进

进度。随着山西能源综合改革的推进，天然气（煤层气）产业在省内能源

格局中的重要性将日益提升，有助于省内燃气企业稳步发展。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勘查开采进度不及预期；管网建设进度不

及预期；价格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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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能源综改试点 15 项重大举措基本延续了 42 号文的提法 

直到“十一五”期间，煤层气抽采依然被视为煤矿瓦斯治理工作的一部分，目的更多的是保证煤矿生

产安全，而不是实现煤层气的有效利用；地面煤层气的开发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煤炭和瓦斯矿

权重叠问题也对煤炭和煤层气开采企业的勘探开发造成了困扰。此后，煤层气利用以及矿业权重叠问题越

来越得到重视，一系列政策陆续出台对此加以解决。煤层气的勘查开发在“十二五”后期得以快速发展。 

2017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其中提

出的“全面实现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和“将煤层气对外合作开发项目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将煤炭采矿权范

围内的地面煤层气开发项目备案下放至山西省管理”两项措施为提升煤层气区块的勘查开采效率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表 1 煤层气领域重要政策梳理 

时间 部委 政策 主要内容 

2007/4/17 国土资源部 
关于加强煤炭和煤层气资源

综合勘查开采管理的通知 

加强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采管理，有效解决煤炭、

煤层气矿业权重叠问题，促进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2013/2/22 国家能源局 煤层气产业政策 

规划到 2015 年，建成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产业

化基地，再用 5 至 10 年时间，新建 3 至 5 个产业化基地，把煤

层气产业发展成为重要的新兴能源产业。 

2016/2/1 国务院 
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加快煤层气产业发展，合理确定煤层气勘查开采区块，建立煤

层气、煤炭协调开发机制，处理好煤炭、煤层气矿业权重叠地

区资源开发利用问题，对一定期限内规划建井开采的区域，按

照煤层气开发服务于煤炭开发的原则，采取合作或调整煤层气

矿业权范围等方式，优先保证煤炭开发需要，并有效利用煤层

气资源。 

2016/4/6 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委托山西省

国土资源厅在山西省行政区

域内实施部分煤层气勘查开

采审批登记的决定 

山西省行政区域内部分煤层气勘查开采审批事项，由过去的国

土资源部直接受理与审批，调整为由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按照国

土资源部委托权限实施受理与审批。 

2017/9/11 国务院 

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

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

展的意见（42 号文） 

全面实现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建立煤层气勘查区块退出机制和

公开竞争出让制度。鼓励煤炭矿业权人和煤层气矿业权人合资

合作，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与山西省煤层气开采企业合作。将

煤层气对外合作开发项目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将煤炭采矿权范

围内的地面煤层气开发项目备案下放至山西省管理。落实煤层

气发电价格政策，进一步调动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积极性，加

快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 

2019/3/6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

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取消了对外合作油气项目审批制度，改为备案制 

2019/3/12 
山西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促进天然气（煤层气）协调

稳定发展的实施意见 

以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加快天然气(煤层气)产供储销体

系建设为目标,着力打破制约天然气(煤层气)协调稳定发展瓶

颈,全面提高供给侧质量,加强需求侧管理,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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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机制,促进供需总体平衡,有效保障民生用气,实现天然气(煤

层气)健康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 

2019/4/5 国家发改委 
2019 年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重点任务 

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以推动能源革

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为重点，不断深化

资源型经济转型改革。重点提出要完善煤层气勘查区块公开竞

争出让制度，全面建立煤层气矿业权退出机制。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此次 15 项重大举措中对于煤层气方面的表述是“用好国家授权山西制定煤层气勘查开采管理办法、在

全国率先试点将“三气”矿业权赋予同一主体、煤层气开发项目（包括对外合作项目）备案权下放山西管

理三大政策突破，深入推进煤层气勘采用变革”。整体上来看，重大举措延续了此前一系列政策的方向，重

点在于实施好。 

2019 年内的重要变化在于“煤层气开发项目（包括对外合作项目）备案权下放山西管理”，此前的 42

号文虽然也提到了煤层气开发项目备案下放的问题，但仅限煤炭采矿权范围内的地面煤层气开发项目。此

次下放范围更大，有利于山西省更好地协调煤层气资源的投资开发。 

 

山西是煤层气资源大省，完善煤层气勘查开采制度意义重大，此次政策目标符合行业发展阶段 

山西作为煤层气资源大省，每年的煤层气产量占全国产量的 70%左右。2018 年，全国煤层气生产总量

为 72.6 亿立方米，山西省煤层气产量达到 56.3 亿立方米，占全国煤层气产量的 77.55%，是我国重要的煤层

气供应区域。 

图 1：山西省天然气产量占全国比例   图 2：山西省煤层气产量占全国比例 

 

 

 

资料来源：山西省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山西省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2011 年以来，山西省煤层气勘探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开采量持续攀升。2018 年，山西省地面煤层

气产量达 50.4 亿立方米，利用量为 45.4 亿立方米，分别占全国的 93.11%、92.65%。主要的市场参与者包括

蓝焰控股、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中石油和阳煤集团等。其中蓝焰控股 2018 年开采煤层气 14.64 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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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占全省产量的 29.05%。 

图 3：山西省煤层气产量情况  图 4：山西省煤层气供应结构（2017 年） 

 

 

 

资料来源：山西省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山西省统计局，山西证券研究所 

综改试点 15 项重大举措提出“力争到 2022 年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达到 200 亿立方米的目标”。从之前的

政策来看，国家能源局和山西省政府都力争 2020 年煤层气的产量能够达到 200 亿立方米。相比之下，该项

目标并未给予行业更大的压力，反而更符合目前的勘查开采进度。 

表 2 煤层气领域产量政策目标梳理 

时间 部委 政策 主要内容 

2007/4/17 国土资源部 
关于加强煤炭和煤层气资源

综合勘查开采管理的通知 

加强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采管理，有效解决煤炭、

煤层气矿业权重叠问题，促进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2015/2/16 国家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发布煤层气勘探

开发行动计划 

到 2020 年，我国将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 1 万亿立方米;煤

层气（煤矿瓦斯）抽采量力争达到 400 亿立方米，其中地面开

发 200 亿立方米，基本全部利用,煤矿瓦斯抽采 200 亿立方米，

利用率 60%以上；建成 3-4 个煤层气产业化基地，重点煤矿区

基本形成煤层气与煤矿瓦斯共采格局。 

2016/11/24 国家能源局 
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

用“十三五”规划 

提出煤层气（煤矿瓦斯） 2020 年目标为利用量约 200 亿方；

明确山西省作为重点区块，在中央财政补贴基础上再补贴 0.1

元/立方米。加快山西沁源、临兴、石楼等区块勘探，增加探明

地质储量。到 2020 年，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2515 亿立方米。 

2017/8/6 山西省政府 
山西省煤层气资源勘查开发

规划（2016—2020 年） 

到 2020 年，将力争煤层气抽采量达到 200 亿立方米，地面开采

产能建设达到 300 亿~400 亿立方米/年，煤层气勘探、抽采、运

输、转化全产业链条产值达到 1000 亿元左右，在全省能源结构

中占据重要位置。 

2018/3/12 
山西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 

山西省深化煤层气(天然气)

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加快把煤层气产业打造成山西省多元产业体系的支柱产业。力

争到 2020 年，全省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达到 1.1-1.4 万亿立方

米;煤层气(瓦斯)抽采总产能达到400亿立方米/年，产量达到200

亿立方米/年；输气管线总里程突破 1 万公里，燃气使用人口覆

盖率达到 70%左右。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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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管网建设，保障非常规气有效利用 

煤层气、页岩气、致密气矿区通常较为偏僻，管输能力仍然不足，产生的气量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

制约着企业的投资热情。姜主任在解读综改试点 15 项重大举措时表示“将加快管网互联互通和储气能力建

设”，“有效保障河北雄安新区在内的京津冀地区等提供清洁能源供应”无疑将进一步捋顺“三气”开发、

输送、利用的产业链，有助于提高非常规气的利用比例，同时解决京津冀地区供暖季的燃气供应问题。 

2019 年 6 月，神木—安平煤层气管道工程（山西—河北段）被核准建设。该项目途径山西省吕梁市、

忻州市、太原市、阳泉市，河北省石家庄市、保定市、衡水市；年输气规模为 50 亿立方米，项目总投资 41.42

亿元；为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项目，国家天然气保供项目。该管线建设完毕后，将为沿线地区和京津冀地

区（雄安新区）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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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评级标准： 

看好：  行业超越市场整体表现 

中性：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  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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