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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湖南在内多省天然气限购，今冬明春供气紧张

需求超预期、供应减少致“气荒”
最近“气荒”问题广受关

注，个别地区出现天然气气源
告急现象，有人认为民用“煤
改气” 导致天然气需求暴增。
那么，导致今年天然气供不应
求的原因是什么？

【现象】
多省闹“气荒”，纷纷加入限气行列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湖南、四川、重
庆、云南等地也加入限气行列，均受上游
资源供应不足和天然气新增需求大幅增
长等多种因素波及。

“气紧”向南蔓延，湖南进入天然气
供应III级预警状态。

媒体报道称，近一周来，湖南省天然
气供需缺口平均已近20%。从12月12日
零时起， 该省进入天然气供应III级预警
状态（黄色预警）。

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已于12
月11日印发《关于发布湖南省天然气迎
峰度冬黄色预警（III级）的紧急通知》。《通
知》称，进入冬季以来，受上游资源供应
不足和天然气新增需求大幅增长等多种
因素影响， 天然气供应出现全国性紧张
局面，并由北方波及到湖南省。

《通知》显示，湖南省政府已于12月
9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省天然气
迎峰度冬应急保障工作。经省政府批准，
根据《湖南省煤电油气运综合协调应急
预案》和《关于印发<2017年湖南省天然
气迎峰度冬保供应急工作方案>的紧急
通知》要求，决定启动全省天然气需求侧
管理的应急响应。

根据保供应急工作方案， 按照供需
缺口大小，预警级别分为蓝色（Ⅳ级）、黄
色（III级）、橙色（Ⅱ级）和红色（Ⅰ级）。黄
色预警为较重紧张状态预警。 在该级别
预警下， 湖南省供需缺口达到10%
-20%， 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产生一定
影响。 该省应急协调小组指导相关市州
按照保供顺序对工业、 商业用户采取错
峰、限（停）气措施。

由于天然气供需形势严峻，
中石油已经两次提高陕西和内蒙
古的LNG用气价格。 媒体报道，
从11月1日起，中石油供陕西、内
蒙古LNG(液化天然气)工厂的天
然气价格将上调至1.88元/立方
米， 这是自9月份以来的第二次
价格上调。 中石油天然气销售西
部公司蒙西代表处的一份公文
称，11月份国内开始全面集中采
暖，供需矛盾突出，中石油增加采
购高价现货弥补缺口。 在尽量满
足城市燃气供应情况下， 不能足
额满足陕西、内蒙古LNG工厂需
求。实际上，由于天然气消费需求
强劲增长，9月上旬， 内蒙古宏基
亿泰等LNG工厂接到气源方限
气通知， 至中下旬限气量将达到
三分之一。2017年冬季天然气供
应紧张局面不可避免。

天然气迎峰度冬期间， 对于
LNG市场的供应量或因保供受
限，管道气制LNG工厂气源量或
减少，而LNG接收站将增加气化
量供应天然气市场，随着11月份

进入北方地区供暖期，LNG接收
站、 工厂或因保供降低市场供应
量，LNG市场价格将持续上涨，
上涨趋势延长至2018年2月份，
预计涨幅超10%。实际上，由于
今年以来天然气需求旺盛， 今冬
明春的天然气供需形势严峻已是
不争的事实。

2017年LNG市场需求量有
望超过1800万吨， 较2016年增
长31%， 需求强劲的增长之下，
冬季部分地区存在供应缺口，带
动价格强势上涨。尤其自2017年
9月1日开始，为推动天然气价格
市场化，中石油、中石化及中海油
陆续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开展管道气/LNG线上竞价交易。
在下游需求增速加快的同时，加
之临近供暖季， 下游用户网上竞
拍积极， 线上交易量均以高价成
交。 此次竞价交易的火爆情况直
接反映了2017年冬季天然气市
场的供需格局， 而最直接的影响
是非居民用气方(燃气公司、LNG
工厂等)价格的上涨。

【影响】工厂气价上调，今冬明春供气会紧张

【探因】能源专家解读近期“气荒”原因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原
热能工程系主任， 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姚强16日就相关问题接受
了记者采访。

“今年天然气供不应求的紧
张局面， 是需求侧超预期规模的
增长和供应侧始料未及的减少造
成的。”姚强说。

他介绍，今年1至10月，全国
天然气消费量1865亿立方米，同
比增长18.7%。其中，城市燃气增
长10.1%，工业增长22.7%，发电
增长27.5%，化工增长18.2%。

民用“煤改气”贡献了多少？他
说，据统计，“2＋26”城市实际有
319万户完成了“煤改气”，加上集
中供暖锅炉改气，预计采暖季将新
增天然气需求量50亿立方米左
右。平摊到四个月的供暖季，即日
均需求增量约4200万立方米。

他表示， 从今年总的需求增
量看，12月全国日均用气量为8

亿立方米， 较去年同期增长20%
左右，即日均需求增加1.3亿立方
米。可见，“煤改气”部分仅占30%
左右。

在天然气需求不断攀升的同
时，天然气供给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介绍，首先，计划中的海外
资源纷纷“掉链子”。原定于2017
年投运的中石化天津LNG接收
站无法按计划投产， 减少日供应
能力2000万至3000万立方米；
中亚气相比合同计划供应量减少
了4000万至5000万立方米/日，
使新投运的陕京四线无法发挥作
用，导致供应短缺，且主要集中在
北方地区。

他推断， 如果供应侧不出问
题，民用“煤改气”的用量是完全
可以满足的。

■来源：新华社、中财网、
中国青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