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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气候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指引了低碳、绿色的能源

革命方向，明确了天然气的重要地位和

改革基调。展望“十三五”，天然气产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

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

五大发展理念。

如何创新发展
创新推动了天然气发展。陆相生

油论的提出和形成，开创了中国石油工

业和天然气工业新局面。致密砂岩气概

念、理论的形成和完善，解放了鄂尔多

斯盆地的天然气资源。煤成气、煤层气

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及完善，推动了中国

煤层气开发利用产业。页岩气理论帮助

世界和中国突破围绕圈闭、构造寻找天

然气田的局限，在烃源岩中寻找页岩气

等非常规天然气藏，并获得商业开发。

天然气新发展亟需理论和技术创

新。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最新评价结果，

我国天然气资源总量约为239.23万亿立

方米，其中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约为68

万亿立方米（含致密气），但是地质、

富集、勘探、开发、生产和集输等领

域都面临着系列理论与技术难题。通过

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重大科技专项

等技术攻关项目，较快、较好地解决深

层气、岩性气、致密气、非常规气勘探

开发成套技术，降低勘探开发成本，将

成为“十三五”天然气新发展的重大任

务。

天然气产业期待矿权制度政策创

新。页岩气独立矿种管理制度亟待创

新，丢掉“矿权重叠”魔咒，不同矿种

的矿权允许重叠，分层或按矿种设立矿

权范围，纠正通过加注等方式将页岩气

矿权变成油气矿权附属矿种的做法，恢

复页岩气有利区域或有利勘查面积参与

招标、引进不同矿权人的自由。抓住国

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加快天然气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天然气开发利用健康有序发展，为2020年天然

气消费量突破3000亿立方米、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达到1200～1300亿立

方米创造积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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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天然气低价有利时期，调整优化LNG

接收站、跨国天然气管道项目进口环节

的增值税、海关关税政策。

提高非常规天然气政策扶持力

度。提高煤层气财政补贴标准，由目

前的0.20元/立方米分步或一步提高到

0.40～0.60元/立方米。将增值税减免政

策由“先征后返”改为“即征即返”。

财政补贴、增值税退税部分免征企业所

得税。煤层气（煤矿瓦斯）发电上网实

行成本加合理利润定价。煤层气鼓励政

策原则上按照20年设计，即延长至2035

年。提高页岩气财政补贴标准，政策稳

定至2035年。参照煤层气政策，对页岩

气实行增值税减免政策。

如何协调发展
天然气支撑经济升级。天然气的开

发利用为经济结构调整、产品质量升级

创造重要条件。改革开放，特别是2003

年西气东输投产以来，天然气的大规模

利用，提升了陶瓷、纺织、不锈钢、发

电、化工等领域的升级革命，煤改气工

作取得重大进展，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大

为改善。

协调发展期待优化能源结构。世

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发

展为天然气产业提供市场空间，市场需

求推动天然气健康发展。天然气在能

源生产结构中比例提高，代表着能源

结构优化的方向。欧洲、美洲、澳大

利亚等OECD国家较高的天然气消费比

重，成为能源结构升级的对标参照。

“十三五”协调发展理念，不仅要求能

源产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也要求

天然气与能源革命相协调、中国天然气

产业与世界趋势相协调。

加快非常规天然气开发，产量赶超

常规天然气。我国是较早认识并开发致

密砂岩气的国家，但是由于没有作为独

立矿种进行管理、并入天然气计算，探

明储量和产量尚没有统一的统计数据。

据专家估计，2020年非常规天然气产

量有可能达到1200～1300亿立方米，

与扣除致密气后的常规天然气产量平

分秋色。“十三五”期间，加快开发致

密气、煤层气（煤矿瓦斯）、页岩气等

非常规天然气，研究探索深层气、水溶

气、天然气水合物等新型非常规天然气

开发可行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战

略性。

如何绿色发展
巴黎气候大会期待增加天然气利

用。天然气是碳排放系数最低的化石能

源，碳排放系数约为0.4226，增加天然

气生产和消费，可以显著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为实现2℃气候目标，气候大会

和相关国际组织呼吁重视可再生能源、

低碳能源的利用，天然气再次成为能源

结构改革的新兴力量，扩大天然气在能

源生产结构中比重、提高天然气产量和

供应量，成为能源领域、气候领域和国

际社会的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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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天然气供应能力成为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1月4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时表

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气污染

防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

绿色发展部分，明确提出积极开发天然

气、煤层气、页岩气。按照《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实

现2020年天然气比重有望达到10%以上

宏伟目标，需要天然气勘探开发加快发

展。

如何开放发展
对外合作开发为天然气发展做出

巨大贡献。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几轮对外合作区块招标，道达尔、阿莫

科、康菲、壳牌、埃克森、BP等国际

大石油公司先后参与我国石油天然气合

作开发，大大加快了南海、东海天然气

开发步伐，为我国天然气产量快速提升

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以来我国页

岩气勘探开发探索中，外国石油公司、

外国石油工程公司也发挥着重要推动作

用。国内合作开发石油、天然气，成功

地带动了石油企业“走出去”，“一带

一路”上石油、天然气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国际型、开放型天然气产业格局基

本形成。

进一步提升天然气对外合作任务艰

巨。近几年来，受低油价等因素影响，

天然气产业的对外合作开发出现了停

滞。2014年壳牌公司宣布退出石楼北区

块煤层气合作开发。2015年部分外资公

司宣布退出放慢部分页岩气合作项目，

部分外国公司放慢了煤层气合作开发

项目步伐，部分外国公司“占着”数千

平方千米煤层气区块却投资很少。落实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开放发展理念，

从构建开放型天然气产业的新高度出

发，需要大幅度提升天然气领域对外合

作水平，吸引和鼓励跨国石油大公司对

中国天然气产业的投资回升，为天然气

产业供给侧改革增添活力和推动力。

进口天然气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途径。2015年进口天然气约

614亿立方米，占天然气表观消费量的

约三分之一，为天然气供气安全、价格

改革、煤改气及大气污染治理发挥了重

要作用。

经过“十一五”、“十二五”的探

索、发展，多元化的天然气进口格局已

经初步形成，进口天然气形式也实现了

LNG、管道输送并举。中俄天然气管道

建成投产，天然气进口结构将进一步优

化。未来5年及稍长一段时期，低油价

引发的低气价，降低了进口天然气的到

岸价格，进口天然气的相对竞争优势有

所提高，有利于增加低碳能源供应，推

动能源供给侧改善。 

如何共享发展
共享资源推动天然气开发利用。

2014年以来的国际油价暴跌，沉重打击

了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的盈

利能力、投资能力和投资天然气的积极

性。引进和鼓励包括外国资本、国内民

营资本在内的非公经济投资主体和新兴

油企分享天然气资源、分享勘探开发机

会，将对繁荣天然气产业发挥至关重要

的促进作用。

拓展天然气市场空间。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开发中型

城市、新兴城镇和资源地天然气市场，

培育天然气需求新兴领域和新的增长

点，促进天然气在全国统一市场中合理

配置、合理流动，让更多的地区和人民

共享天然气利用带来的便利，扭转近年

来出现的天然气消费增长减缓趋势，刺

激天然气需求和天然气消费健康有序增

长。抓住国际油价、国际气价较低的有

利时机，加大共享国外天然气资源的工

作力度，鼓励投资海外天然气开发，推

进“一带一路”天然气合作开发，加快

天然气采购合同谈判、签订步伐，通过

增量天然气合同，摊薄、降低进口天然

气的平均成本。

推进天然气产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总结2015年新疆石油天然气勘查区块招

标基本经验，扩大天然气矿权改革，吸

引、鼓励新兴油企、非公油企参与天然

气勘探开发投资。鼓励天然气工程施工

企业技术创新，降低天然气勘探开发成

本，推动部分边际及以下天然气资源实

现商业开发，转变成有效天然气供应能

力。

（作者系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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