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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油气：中国天然气的能源独立之路！ 
 
本期内容提要                                                                   2019 年 11 月 29 日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统计，2018 年，中国天然气（包括管道和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占国内供应量的 45%，较 2010

年的 15%增长较大。为了降低对国外天然气的进口依赖，早日实现能源独立，政府出台了多项的天然气（尤其是非常规

天然气）生产激励措施。 

 近年来中国天然气产量的增长，多来自于对致密气(tight gas)、页岩气(shale gas)和煤层气(coalbed methane)等非常规天

然气的贡献。据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的数据，我国油气资源中，常规气和非常规气的占比分别为 12%和 59%。

我国非常规天然气储量丰富，但由于开采难度大和开采成本高，其资源探明率较低。据悉，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国就

开始在鄂尔多斯盆地和四川盆地等地开发低渗透地层的致密气，然而致密气的产量一直微乎其微。直到 2010 年，井位优

选技术、快速钻井技术等多项开采技术的突破使得钻井成本降低。此后，中国致密气、页岩气和煤层气产量逐年攀升，

到 2018 年，三类非常规天然气的产量达到国内天然气总产量的 41%。 

 非常规天然气产量的增加也与政府对国内非常规天然气开发的大力扶持有关。早在《天然气“十三五”规划》中，国务

院提出到 2020 年页岩气产量达 300 亿立方米、煤层气产量 100 亿立方米的目标。然则，2018 年我国页岩气、煤层气产

量分别仅为 108 亿、54 亿立方米，与规划目标相差巨大。考虑到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成本高的问题，国家财政部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公布《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通知》，将 2018 年对煤层气（煤矿瓦斯）、页岩

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 0.3 元/立方米的定额补贴标准调整为“多增多补”的补贴方式，该补贴的实施年限为

2019-2023 年。另外政府还允许外企独立运营在中国设立的的石油和天然气上游产业，以期增加国内天然气产量。 

 在非常规天然气中，发展前景更加明朗的是页岩气。根据中国国土资源部的估计，中国煤层气资源超过 28 万亿立方米。

在过去的 25 年里，中国试图在鄂尔多斯和山西的沁水盆地开发大量的煤层气资源，但由于面临低渗透、欠饱和的地质挑

战，2 万多口井的日产量仅有 0.36 Bcf/d，远低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而页岩气开发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随着企业对

页岩气开采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国页岩气钻探成本下降。据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统计，2015 年四川盆地页岩地层水平

钻井的成本为 1130-1290 万美元/口。与中石化 2013 年的报告相比，页岩气井的成本降低 23%。在过去的四年里，中国

已经钻探了 700 多口页岩气井，日产量达到 0.38 Bcf/d。 

 相关上市公司：新奥股份(600803.SH)、深圳燃气(601139.SH)、杰瑞股份(002353.SZ)、石化机械(000852.SZ)等。 

 风险因素：极端天气、能源政策等因素对天然气价格有较大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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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统计，2018 年，中国天然气（包括管道和液化天然气 LNG）进口量占国内供应量的 45%，较

2010 年的 15%增长较大。为了降低对国外天然气的进口依赖，早日实现能源独立，中国政府出台了多项天然气（尤其是

针对非常规天然气）生产激励措施。本文将就中国非常规天然气的生产现状展开分析。 

图表 1  2010-2018 年中国国内天然气产量（Bcf/d）与进口量（Bcf/d） 

 
资料来源：EIA，中国国家统计局，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近年来中国天然气产量的增长，多来自于致密气(tight gas)、页岩气(shale gas)和煤层气(coalbed methane)等非常规天然气的

贡献。据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的数据，我国油气资源中，常规气和非常规气的占比分别为 12%和 59%（注：剩

余 29%是油类资源）。我国非常规天然气储量丰富，但由于开采难度大和开采成本高，其资源探明率较低。据悉，早在上世

纪 70年代，中国就开始在鄂尔多斯盆地和四川盆地等地开发低渗透地层的致密气，然而致密气的产量一直微乎其微。直到 2010

年，井位优选技术、快速钻井技术等多项开采技术的突破使得钻井成本降低，此后，中国致密气、页岩气和煤层气产量逐年

攀升，到 2018 年，三类非常规天然气的产量达到国内天然气总产量的 41%。 

图表 2  2010-2018 年中国各类型天然气产量（Bcf/d） 

 
资料来源：EIA，中国国家统计局，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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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开采技术的突破外，非常规天然气产量的增加也与政府对国内非常规天然气开发的大力扶持有关。早在《天然气“十三

五”规划》中，国务院提出到 2020 年页岩气产量达 300 亿立方米、煤层气产量 100 亿立方米的目标。然而，2018 年我国页

岩气、煤层气产量分别仅为 108 亿、54 亿立方米，与规划目标相差巨大。考虑到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成本高的问题，国家财

政部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公布《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通知》，将 2018 年对煤层气（煤矿瓦

斯）、页岩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 0.3 元/立方米的定额补贴标准调整为“多增多补”的补贴方式，该补贴的实施年限为

2019-2023 年。另外政府还允许外企独立运营在中国设立的的石油和天然气上游产业，以期增加国内天然气产量。 

图表 3  《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通知》的政策解读 

 
资料来源：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非常规天然气中，发展前景更加明朗的是页岩气。根据中国国土资源部的估计，中国煤层气资源超过 28 万

亿立方米。在过去的 25 年里，中国试图在鄂尔多斯和山西的沁水盆地开发大量的煤层气资源，但由于面临低渗透、欠饱和的

地质挑战，2 万多口井的日产量仅有 0.36 Bcf/d，远低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而页岩气开发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随着企业

对页岩气开采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国页岩气钻探成本下降。据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统计，2015 年四川盆地页岩地层水平钻

井的成本为 1130-1290 万美元/口。与中石化 2013 年的报告相比，页岩气井的成本降低了 23%，在过去的四年里，中国已经

钻探了 700 多口页岩气井日产量已经达到 0.38 Bcf/d。同时，中国巨额投资了美国页岩油气田的合资企业，中国的资金投入占

美国页岩油气田所获得的外国总投资的 20%，这些投资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专业开采经验，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国内油井开发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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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2013 和 2015 年四川盆地页岩气单口井总成本（百万美元） 图表 5  2015 年四川盆地页岩气各环节成本构成（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EIA，中石化，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EIA，ARI，Platts，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注：成本拆分中假定平均井深为 11500 英尺，水平钻井深度为 4000 英尺。 

此外，由于“富煤、贫气、少油”的资源特质，中国天然气产量还有部分来自于煤炭气化合成（2018 年其产量占比 2%）。这

些合成气项目主要位于内蒙古、新疆和山西等煤炭资源丰富的省份。不过，由于更严格的环保要求出台，煤制气成本进一步

增加，2018 年煤制气产量不足 0.3 Bcf/d。 

图表 6  中国致密气、页岩气、煤层气及合成气的产地分布 

 
资料来源：EIA，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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