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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国天然气市场供需现状 

2022 年 8 月份，全国天然气绝对消费量 267.9 亿立方米，同比减少 1.3 亿立

方米，同比下降 0.5%。8月份总体来看，天然气市场低于预期。8月份国内疫情

多点式爆发，疫情防控措施升级，对国内生产消费需求产生影响，叠加浙江、

四川等多个省份实施限电政策，对出口及生产运输产生影响，天然气消费量小

幅回落。从供应端来看，增量依然以国产气为主，进口 LNG 同比下降 21.2%。 

1.1全国天然气资源供应 

8 月份，天然气供应量 299.6 亿立方米（不含储气库）。其中，国产气产量

为 177.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8.8%；进口天然气总量为 126.9亿立方米，同比下

降 11.2%；向香港、澳门出口天然气 5.0 亿立方米。 

1）国产气 

本月国产气产量 177.7 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 13.2 亿立方米。其中，

国产常规气产量 144.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7.8%；煤层气产量 8.8亿立方米；页

岩气产量 20.9 亿立方米；煤制气产量 4.0 亿立方米。 

 

图 1.1-1  2021 年、2022 年我国国产常规天然气产量 

2）进口天然气 

8月份，进口天然气总量126.9亿立方米，同比减少11.2%。进口管道气56.9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5.5%。其中，进口中亚管道气 40.0 亿立方米，进口中缅管

道气 3.4 亿立方米，进口中俄管道气 13.4 亿立方米，新疆广汇进口管道气 0.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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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进口 LNG500 万吨（折合 70.0 亿立方米），同比减少 21.2%。 

 

图 1.1-2  2021 年、2022 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 

1.2全国天然气市场消费 

8 月份，全国天然气绝对消费量 267.9 亿立方米，同比减少 1.3 亿立方米，

同比下降 0.5%。8月份总体来看，天然气市场低于预期。8月份国内疫情多点式

爆发，疫情防控措施升级，对国内生产消费需求产生影响，叠加浙江、四川等

多个省份实施限电政策，对出口及生产运输产生影响，天然气消费量小幅回落。 

1）宏观经济延续复苏态势 

进入 7 月之后，经济复苏明显放缓，各项经济数据全面趋弱，为了应对经

济下行压力，政府连续出台一揽子稳经济政策，助力巩固经济恢复基础。8月国

内疫情多地散发，疫情静态管理范围进一步扩大，一定程度影响国内生产、消

费需求以及进出口，对中国经济构成不利扰动。总体来看，虽然供给端和需求

端压力依然存在，但稳增长政策持续加码，助力社会复工复产稳步推进，推动

生产需求和消费逐步恢复，经济延续复苏态势。 

2）多地区实施限电，天然气消费量低于预期 

8 月全月来看，全月平均日均用气量 8.8 亿方，月初消费量相对稳定，中旬

开始基本维持小幅下降态势至月底，其中，中旬受高温限电影响，降幅较为明

显。8月消费量的波动主要受多点疫情及部分地区高温限电导致的企业停工停产

影响。环比 7 月来看，8 月日均消费量略有下降，主要受疫情及企业限产及停工

影响，工业及化工用气受到抑制。同比去年来看，自 6 月份开始，随着疫情防

控形势趋稳，相关措施进一步优化，经济形势延续稳定恢复态势，各行业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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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开始缓慢复苏，8月份受国内突发多点疫情及高温限电影响，用气量同比基本

持平。 

 

图 1.2-1  2021 年、2022 年我国天然气绝对消费量 

3）LNG 消费量 33.6 亿方，同比下降 25.2% 

8 月中国 LNG 液态消费量为 33.6 亿方，较 7 月增加 0.1 亿方，环比增长

0.3%，同比下降 25.2%。8月高温天气导致部分地区限电，LNG车用及工业需求

减少，储备库及城燃补库是 LNG 市场的主要支撑，与 7 月相比，储备库补库需

求增加，如山东、江苏、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地储备库陆续补库。 

4）城燃、发电用气量同比正增长，工业降幅扩大 

城镇燃气方面，环比来看，8月份国内疫情多点式爆发，疫情防控措施升级，

对城镇燃气需求产生较大影响。具体来看，8月份国内多地出现大小规模疫情，

波及省份众多，人员流动和物流运输受到一定限制，旅游、餐饮等行业受挫，

特别是海南、四川、广东等地区公服用气及川渝、陕西、新疆等地交通用气受

到较大影响。同比来看，气化水平与气化率有所提升，工商服务业、交通等受

疫情影响处于回升状态，整体用气量开始稳步增长，但由于 8 月份国内突发疫

情的影响，城镇燃气同比增速明显回落。全月整体来看，7 月城镇燃气用气量

78.1 亿方，环比下降 0.3%，同比增长 5.5%。 

工业燃料方面，8月国内疫情多地散发，疫情静态管理范围进一步扩大，加

上高温及部分地区电力工业不足导致的限电措施等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生产、

消费需求以及进出口，对经济生产构成不利扰动。特别是四川、湖北、湖南、

安徽、浙江和江苏等地出台多项措施，启动有序用电，要求工业企业错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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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然气市场供需产生一定影响。但总体来看，虽然供给端和需求端压力依然

存在，但稳增长政策持续加码，助力社会复工复产稳步推进，推动生产需求和

消费逐步恢复，经济延续复苏态势，8 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6%，较上期

回落 0.2 个百分比。用气量 103.2 亿方，环比增长 2.1%，同比下降 11.5%。 

发电用气方面，监测数据表明，今年 8 月中旬，全国面积加权平均气温

23.25℃，较常年同期偏高 2.11℃，有 13 个省区市平均气温打破同期最高纪录，

特别是川渝等地区。入夏以来，受持续性大范围高温天气、经济恢复增长等因

素影响，全国用电需求持续走高；同时川渝地区极端高温，水电出力不足，导

致 8 月份国内多地电力供应紧张，并出台了相应的限电措施。受高温天气及水

电产出不足影响，华东和华南地区气电需求强劲，接收站管输高负荷运行，供

应电厂迎峰度夏，缓解电网缺口，气电需求保持旺盛态势，但基于上月及去年

基数影响，本月发电用气量较上月小幅下降，但较去年提升明显。环比来看，

全月用气量 68.6 亿方，环比下降 1.2 亿方，降幅 1.7%。同比来看，发电用气同

比增长 11.3 亿方，同比增长 11.7%，增幅进一步扩大。 

化工用气方面，据中国氮肥工业协会数据显示，8月国内尿素市场弱势运行。

由于各地高温限电影响，甲醇、化肥企业等终端工厂企业同样受限电影响，企

业停产增多，供应保持低位，国内需求仍处于淡季，需求支撑有限，价格弱势

下滑。综合来看，8 月化工用气量为 25.7 亿立方米，环比下降 7.9%，同比下降

9.0%。 

2021 年 8 月                        2022 年 8 月 

 

图 2  2021 年、2022 年 8 月份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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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0月天然气供需预测 

9月份由于气温的逐步下降，发电用气将会明显回落，城市燃气工业用气需

求受经济及疫情防控形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部分受限电影响的地区随着气

温的回落，缓解局部用电缺口，受到限电影响的工业企业将通过赶工的方式弥

补前期影响，企业开工率及生产负荷将有所提升。 

随着温度的继续下降，预计 10 月日均用气需求较 9 月回升明显，特别是城

市燃气需求，此外，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优化及稳增长相关政策的落实，预计

10 月份国内疫情将得到控制，部分地区防控措施将进一步解除，终端用气需求

将有所释放，但 10 月份受国庆假期来临，将对部分行业用气量造成一定影响。 

表 1.3-1  影响未来 2 月天然气需求的主要因素 

同比影响因素 9 月环比影响因素 10 月环比影响因素 

气化率提高 温度逐步回落 温度继续降低 

油气价格高位 油气价格依旧高位运行 油气价格依旧高位运行 

疫情影响创伤相对较重 疫情得到控制好转 疫情影响逐步缓解 

煤炭供需形势好转 自然天数及假期影响 自然天数及国庆假期影响 

综合来看，预计 9 月份日均用气需求较 8 月份继续小幅下降，推荐全月日

均用气量 8.5 亿立方米，环比下降 1.3%，同比下降 0.8%，月度需求量 255.8 亿

立方米。10 月份日均用气量 9.0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0.4%，环比增长 5.5%，月

度需求量 278.9 亿立方米。 

 

图 1.3-1  全国天然气绝对消费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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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西天然气月度供需现状 

8 月份山西省天然气消费量为 6.4 亿立方米，环比增加 0.1 亿立方米，增幅

1.4%；同比下降 0.12 亿立方米，降幅 1.9%。8 月份天然气市场情况与 7 月份较

为相似，受其他地区疫情影响山西有小范围波及，但整体影响不大，天然气仍

处于传统消费淡季。受高气价影响，长输管道气资源供应量仍处于低位。8月份

天然气供应量 7.8亿立方米，其中煤层气资源占总供应量的 87%，较上月基本一

致。 

2.1月度消费现状 

8月份消费量降幅较 7月略有收窄。由于前期各因素对天然气市场造成的

创伤仍旧存在，市场需求反弹有限，8 月份山西省天然气消费量维持同比继续

下降趋势，但经济形势仍在持续恢复中，下游市场消费量较 7 月略有提高，消

费增速仍为负值，但降幅略有收窄。8 月份，山西省天然气消费量 6.4 亿立方

米，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0.12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1.9%，其中液态消费量 1.50

亿立方米。 

 

图 2-1  山西省天然气月度消费量走势（亿立方米） 

8月，城镇燃气方面，环比来看，疫情管控逐步放开，工商服务业、居民用

气较上月略有增加，城镇燃气用气量环比上月小幅增长但增量有限。同比来看，

气化水平与气化率有所提升。全月整体来看，8 月城镇燃气用气量 1.3 亿方，环

比增幅 1.6%，同比增长 4.1%。工业燃料方面，8 月份企业的生产经营随全国经

济形势好转而好转，煤层气供应量增加带动消费量增加，本月工业燃料用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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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增加 1.7%，同比增长 0.8%。液体主要用于交通和点供，消费量较上月增加

0.01 亿立方米，占比较上月略有下降。 

表 2-1  天然气消费结构 

结构 
消费量 

（亿立方米） 

结构 

占比 

环比 

波幅 

同比 

波幅 

城镇燃气 1.28  20.1% 1.6% 4.1% 

工业燃料 3.58  56.3% 1.7% 0.8% 

液体消费量 1.50  23.6% 0.7% -11.8% 

2.2月度供应现状 

石油公司供应量处于低位，省内煤层气供应量平稳增加。8 月份，省内天

然气总供应量 7.8 亿立方米。其中，中石油供应量 0.46 亿立方米；中石化供应

0.44亿立方米；省内煤层气供应 6.77亿立方米；煤制气供应 0.1亿立方米（仅统

计进入省网消费气量，液化生产及其他直供未统计入内）。8 月份煤层气资源占

省内供应量的 87%，较上月基本持平。 

8月份，山西省煤层气产量约8.6亿立方米，其中供应省内6.8亿立方米（包

括液化厂），占产量的 78.4%。 

表 2-2  天然气供应情况 

气源 
供应量 

（亿立方米） 

环比 

变化 

同比 

变化 

中石油长输管道气 0.46  15.0% -69.3% 

中石化长输管道气 0.44  -12.0% -12.0% 

省内煤层气 6.77  5.1% 7.5% 

省内煤制气 0.10  0.0% 0.0% 

合计 7.77  4.4% -7.5% 

2.3液态市场现状 

8月，之前政府出台一揽子刺激各地复工复产都政策逐渐落地，经济形势进

一步好转，但传统淡季，部分企业淡季订单少，LNG 消费量与上月相比基本持

平。 

山西省共有 LNG 液化工厂 33 家，产能 1570 万方/日，8 月份液化厂开工率

44.9%，液体产量约 2.8 亿立方米，其中山西省内消费量 1.50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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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西省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经过多年发展，山西省天然气管网架构已基本成型。截至 2021 年底，山西

省天然气管道里程为 8968 公里，其中，国家过境管道西气东输一线、陕京一二

三线、榆济线，省内里程 1868公里，省级管道里程 6742公里，输气能力 300亿

立方米/年。全省“横贯东西、纵穿南北”的“三纵十一横”管网格局基本形成。

8 月神安线管道正加速建设。 

3.1基础设施及利用工程建设情况 

1. 气脉将通神安管道(陕西-山西段)黄河穿越工程正加速推进 

神安管道(陕西-山西段)-黄河穿越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陕西-山西段全

长仅 72.2公里的管道，99.7%都铺设在晋陕黄土高原的沟壑梁峁之间，是整个神

安管道工程建设的最后一段。 

2. 山西太原:150座天然气调压站完成改造 

8 月 13 日，华新燃气太原天然气公司发布消息，为进一步提升调压站(柜、

箱)现场管理水平，确保燃气调压设施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管线所开始逐步对

所辖调压站(柜、箱)实施定置化改造。目前，该所已按照计划完成 150 座调压站

的改造任务。 

3. 中海油成功实施首口超大规模深层煤层气水平井压裂 

近日，中联公司在山西省临兴区块煤层气田成功实施了中国海油首口超大

规模深层煤层气水平井压裂施工作业，实现了中国海油陆上首口煤储层埋藏最

深、液量最大、砂量最多、排量最高的水平井大规模压裂，对推动我国煤层气

行业高质量发展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4. 山西沁水将建设京津冀储气调峰基地 

8 月 25 日，山西省沁水县煤层气增储上产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蔺沁松介绍，

今年，煤层气抽采量预计突破 40 亿立方米，保持高速增长。据了解，“十四五”

期间，该县将统筹协调技术研发投入和共性开发技术整合，加快管网、储气设

施建设，以尽快形成京津冀和中部地区储气调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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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基础设施运行情况 

1. 中石油煤层气公司日均增气超 30万方 

截至 8 月 15 日，中石油煤层气公司已完钻新井 4 口、压裂 6 口；实施上产

措施 135井次，日均增气 30余万立方米。煤层气井平均开井率达到 98.34%，开

井时率达到 97.79%，分别同比增长 0.21%和 0.25%。 

2. 山西煤炭采空区煤层气抽采利用 1.28亿立方米 

8 月 30 日，从省自然资源厅传来消息，继山西在全国首次创新开展废弃矿

井煤层气资源挂牌出让以来，截至目前，山西省废弃矿井采空区已累计施工抽

采井 100余口，抽采利用煤层气 1.28亿立方米，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192万吨。 

3. 中联晋城分公司推动柿庄北区块稳产增产 

截至 2022 年 7 月底，中联煤层气晋城分公司柿庄北区块多措并举，不断推

进已投产井的高效排采，区块产气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112.21%。其中，某水平

井单井产量突破 5000 方/天，累计产量超 117 万方。 

4. 山西省废弃矿井采空区已累抽采利用煤层气 1.28亿方 

近日，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公布，继山西在全国首次创新开展废弃矿井煤层

气资源挂牌出让以来，截至目前，山西省废弃矿井采空区已累计施工抽采井100

余口，抽采利用煤层气 1.28 亿立方米，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192 万吨。据初步

调查，山西省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煤炭采空区(废弃矿井)面积约 2052 平方公里，

预测残余煤层气资源量约 726 亿立方米。西山、阳泉、武夏、潞安、晋城、霍

东、离柳等 7 个瓦斯含量较高的矿区内，采空区面积约 870 平方公里，预测煤

层气资源量 303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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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西省天然气价格现状 

4.1供应价格 

长输管道气：2019 年 3 月 27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调整

通知，自 2019年 4月 1日起全国 29个省（直辖市）门站价格下调。山西省非居

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调整为每立方米 1.77 元。 

根据中石油 2022-2023 年管道气合同量定价方案，管制气非居民价格上浮

20%，非管制气上浮 40%-80%不等，非居民用气综合在门站基准价上浮 35%左

右。2022 年以来，中石油供应山西的天然气价格在 2.495 元/方左右（不含税），

较去年增长率为 31%。 

省内煤层气销售气价为 2.03-2.5 元/方之间。 

液化厂出厂价：8月份山西省液化厂出厂价格处于 6200-6900元/吨之间。月

内价格来看，第二周价格最高，月末价格降低，呈先涨后降态势。 

4.2终端销售价格 

2019年 3月 2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调整通知，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全国 29 个省（直辖市）门站价格下调。山西省非居民用气基准门

站价格调整为每立方米 1.77 元。在采暖季，居民门站价格上浮 5%，为 1.859 元

/立方米，非居民门站价格上浮 20%-47%，为 2.124-2.602 元/立方米。 

表 4-1 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 

单位：元/立方米 

序号 地市 居民 非居民 公服 

1 太原 2.70/3.15/3.83 3.95 2.68 

2 大同 2.61/2.87/3.39 - 2.74 

3 朔州 2.16/2.59/3.24 3.35 3.35 

4 阳泉 2.75/2.88/3.6 3.16 2.64 

5 长治 2.61/2.87/3.65 2.91 2.74 

6 忻州 2.65/3.10/3.78 2.89 2.88 

7 吕梁 2.61/2.71/3.39 3.05 2.49 

8 晋中 2.61/3.13/3.92 2.88 2.87 

9 临汾 2.7/2.97/3.51 2.91 2.84 

10 运城 2.63/2.76/3.45 2.97 3.55 

4.3LNG地区到货价格 

8 月份山西省 LNG 价格呈现先涨后跌趋势。上半月进口 LNG 船期减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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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元坝气田检修等造成供需面收紧，且西部液化厂气源价格上涨支撑 LNG 价

格急速上行，突破 7000元/吨。下半月由于华东、华南及川渝地区高温且局部干

旱，电力不足，川渝、浙江、湖南湖北等地出现限电影响，导致工业、化工用

户停工、减产，LNG 终端需求下降，价格回落。 

 

图 4-1LNG 地区到货价格（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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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西省 9月~10月天然气供需预测 

5.1需求预测 

9月份，预计下游工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进一步提升，天然气需求也

将逐渐恢复，但仍处于传统消费淡季，预计降幅持续收窄但难以恢复至去年同

期水平。10 月份天气逐渐转冷，部分地区开始进入采暖季，考虑疫情好转，经

济恢复，预计整体用气需求有望回到去年同期水平。 

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分别采用不均匀性预测法和类比预测法对天然气市

场需求进行预测。预计 9 月份天然气需求量为 5.3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0.7%。

10 月份天然气需求量有所增长，需求量为 7.1 亿立方米。 

 

图 5-1 山西省天然气消费量预测 

5.2供应预测 

9 月份、10 月份预计长输管道资源供应充足，LNG 液态供应由于多个检修

的大型液厂的复工与价格的进一步回落，整体供应形势趋于乐观，LNG 供应量

或出现增长。预测 9月份省内天然气供应量可达 7.9亿立方米，10月份供应量可

达 8.5 亿立方米。 

5.3供需平衡 

结合省内未来 2 个月资源及市场形势，预计未来两个月各地继续推动复工

复产，终端需求或有提升，管道气供应充足。综合考虑，预计 9、10 月份山西

省资源供应可以满足市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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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策解读及行业重大事件 

6.1政策解读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加强油气储存安全管理工作 

8 月 10 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加强油气储存安全管理工作。为深刻

吸取近期国内外储油基地火灾爆炸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化全国油气储存环节

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企业

加强油气储存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油气储罐区专项隐患排查。 

通知强调，石油储备、石油化工企业储存设施集中、储量大、危险性高，

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重大社会影响。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精

准防范化解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防止发生“灰犀牛”“黑天鹅”事件，为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稳定的安全环境。 

通知要求，有关企业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隐患自查自改，

针对当前暴雨、雷电天气多发的实际，组织开展专项隐患排查，确保油气储罐

区防雷、防静电措施和消防设施落实配备到位。地方各级安委会要组织相关部

门对本地区危险化学品、矿山、冶金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状况进行集中会商

研判，开展检查督导，举一反三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消防

救援机构要强化应急救援联动机制建设，充分做好石油化工火灾爆炸事故的各

项灭火救援准备，确保救援人员生命安全。 

2. 国家能源局：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多措并举增强油气供应能力 

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 2022 年上半年油气形势分析会议，围绕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稳经济有关决策部署和推动油气行业高质量发展，总结交流上半年

工作，分析当前面临形势，研究推动年度目标任务的落实举措。 

会议指出，在上半年国际能源供需矛盾突出、油气价格高位震荡的形势下，

我国油气行业勇担使命责任，科学安排调度，保持足量稳价供应良好态势，油

气产量稳中有升，分别达到 10289 万吨、1096 亿立方米，原油加工量 33226 万

吨、满足市场需求，油气管道“全国一张网”加速形成，顶峰保供能力进一步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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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下半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外部影响依然复杂，油气行业特别是主

要石油企业要发挥“顶梁柱”“主力军”作用，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为稳经

济打头阵、作贡献。要切实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持续深化国际合作，

巩固油气进口基本格局；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扎实做好管道保护工作，提高油

气本质安全能力。要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多措并举增

强油气供应能力；加强油气市场分析，完善供需平衡预警机制，增强油气系统

平稳运行能力；实施积极有效投资，实现油气产业升级与拉动经济的良性互动；

坚持多能互补、多企联合，加快储气设施建设，突出做好天然气冬季保供工作。

要进一步推动油气行业高质量发展，积极维护成品油市场秩序，营造良好发展

环境；坚持先立后破、协同推进，加快能源低碳转型。 

3. 《“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发布 

7 月 29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实施《“十四五”全

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化建设，增强城市安全韧

性能力，持续提高城镇管道燃气普及率。 

“十三五”末，城市燃气普及率已达 97.9%。2020 年城镇管道燃气普及率

75.7%，规划到 2025 年大城市及以上规模城市管道燃气普及率不低于 85%，中

等城市不低于 75%，小城市不低于 60%。推动联接城市中心区、县城、镇之间

公路完善升级，城市燃气管网延伸布局，农村电网基础设施升级，农宅清洁取

暖改造。 

结合城市更新等工作，加快推进城镇燃气管网等设施建设改造与服务延伸，

提升城镇管道燃气普及率。因地制宜拓展天然气在发电调峰、工业锅炉窑炉、

清洁取暖、分布式能源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应用。在有条件的城市群，提高燃

气设施的区域一体化和管网互联互通程度。强化城镇燃气安全监管，加快用户

端本质安全设施推广，开展城镇燃气特许经营实施评估与检查工作，整治瓶装

液化石油气行业违法经营等行为，规范液化石油气市场环境，加强燃气管网第

三方破坏等安全风险整治和消除用户使用环节安全隐患，落实餐饮等行业生产

经营单位使用燃气应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的要求。 

规划新建和改造燃气管网 24.7 万公里，推进天然气门站和加气站等输配设

施建设，完善城市燃气供应系统。按照国家有关工作部署要求，遵循省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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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统筹原则，推进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城镇燃气企业储气能力建设。 

6.2行业重大事件 

1. 发改委对保供措施等进行督导检查 

8 月 2 日，山西省发改委二级巡视员赴地方政府和城燃企业进行督导检查，

重点就天然气合同签订、储气任务落实、应急保供措施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 

2. 山西省太平洋煤层气研究院成立 

8 月 3 日，由山西省商务厅组织召开的山西省太平洋煤层气研究院建设工作

座谈会在省城太原举行，研究院是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重要落地成果，也

是我国第一家面向全社会服务煤层气产业的专业研究机构。 

3. 华新燃气与国家安研院中国矿大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华新燃气集团近日与国家安全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中国矿业大学正式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就燃气产业上中下游管理、技术及装备提升等方面开展深入合

作，全力加速山西燃气产业提档升级。 

4. 太原市出台强力治污措施 

为有效改变太原市 PM1O 和臭氧污染居高不下的不利局面，2022 年 8 月 1

日开始，太原市开展以控制扬尘、氮氧化物和臭氧污染为主要内容的夏季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本次发布行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工地污染源

管控方面，在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基础上，出台四项措施。第二，在工

业污染管控方面，全市所有工业企业在严格执行浓度、总量“双达标”基础上，

采取四项减排措施。第三，在移动源污染管控方面，实施限运停运减排。 

5. 省委书记林武到华新燃气集团大同液化天然气公司调研 

8 月 15 日，省委书记林武到华新燃气集团大同液化天然气公司调研。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张吉福，省委常委、秘书长李凤岐，省委常委、大同市委书

记卢东亮，副省长贺天才及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华新燃气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刘军，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崔建军陪同调研并作工作

汇报，集团公司领导张文元参加。 

林武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坚

持把能源保供摆在第一位，利用我省丰富煤成气资源，立足产供储销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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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保障群众生活和工业生产用气需求。要深刻汲取近期燃气安全事故教训，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要扎实推进城镇燃气老旧管网改造，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消除安全隐患。要加强安全知识宣传普及，定期做好从业人员培训工作，全力

保障燃气安全稳定供应，确保一方平安。 

6. 太原天然气居民用户 10月底完成“三项强制措施”改造 

8 月 17 日，太原天然气公司日前发布消息称，根据要求，将于 10 月底前完

成居民用户“三项强制措施”改造工程。10 月 31 日后对未升级改造的用户采取

暂停供气或限制供气措施。 

7. 煤层气高效利用分论坛准备就绪践行能源革命展望全产业链 

8 月 21 日，从晋城市能源局传来消息，2022 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煤层

气高效利用分论坛将于 9月 1日在太原举行。分论坛由晋城市牵头举办，目前，

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分论坛以“践行能源革命，推动煤层气高效利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是晋城践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

力度，发挥煤层气清洁能源优势的产业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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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家洞见 

1）国内调峰方式向合同化转变，建议落实冬季供应方案 

山西省位处西北地区，冬季采暖需求量大，全年来看，冬夏季用气波动明

显，且差异主要是采暖等民生用气需求。 

全年来看，山西省内资源供应主要以省内煤层气为主，但省内煤层气生产

较为稳定，冬季调峰能力较弱，且山西省无储气库等大型储气设施。 

冬季调峰的部分资源要依靠中石油、中石化的长输管道气，根据往年经验，

石油公司供应山西资源量 1 月供应量是低月供应量的 15 倍，具备较强的调峰能

力。 

随着国家管网成立，我国天然气调峰方式逐步向合同化转变，建议山西省

尽快与石油公司洽谈冬季供气量，且要根据省内需求，合理制定采购计划，并

将供应量落实到合同。 

2）冬季保供需要保量，更需要保价 

随着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国内天然气市场保供方式正逐渐向合同化方式转

变，合同化保供的核心是保障民生用气量和价，但民生用气量在国内天然气市

场中的占比相对较低，不足 30%，剩余部分均为非居民用气量。当前上游资源

方的销售策略为合同内资源保证量与价，合同外的增量气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

销售，价格无法保障。山西省冬季增量主要以民生气为主，冬季保供不仅需要

保量而且需要保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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